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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我国教育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与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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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四川 成都 61O0⒅ )

[摘要l教育研究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关键,是 我国教育现
代化的

“
支点

”
。教育研究现代化具有科学化、信息化、应用化和国际化等基本特征。我国教育研

究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应包括研究观念首先现代化、研究内容逐渐宽深化、研究手段加快科技化和
研究队伍走向体系化等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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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现代化是伴随世界教育现代化潮流

而先后在不同国家出现的重要趋势。从国别教育

比较的角度看教育现代化运动的历史进程,我 国

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属于后发外生型的后进

国,而英美等发达国家则属于早发内生型的先行

国[1]。 这种教育现代化的不平衡发展,使得众多

发展中国家在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压力,面临

着要把发达国家经历了几个世纪形成的教育现代

化和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一并

解决的严峻挑战。今天,我 国要在有着几千年传

统观念的旧体制中尽可能快地构建一种新的教育

体制,其艰巨性不言而喻 ;力口之我国教育的基础薄

弱,软硬件技术及设施匮乏,要在此条件下完成这

项重大的变革,担负起
“
科教兴国

`赶
超世界发达

国家的使命,无疑是困难重重c因此,现实条件决

定了我国的教育现代化必须走一条独特的道路 ,

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
“
支点

”
,而世界教育现代

化的发展趋势和我国的实践证明,只 有牢牢抓住

教育研究这个
“
支点

”
,尽快实现教育研究现代化 ,

才能进而高质量地实现教育现代化,才能运用现

代教育这根杠杆去有效推动整个国家的发展。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实践更是充分证

明,教育事业与教育研究有着 日益显著的相互依

存关系。现代教育不能凭经验办事,大到教育方

针政策的制定,小到课堂教学模式的改革,无不依

赖科学研究和科学决策。同时,教育研究又有力

地促进了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教育研究的理

论论证、实践指导和趋势预测三大功能都得到了

前所未有的发挥,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1)

为国家制定有关方针政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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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使教育实践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如当前

已成为政府行为的素质教育研究、农村教育综合

整体改革及深化研究等等,均无不如此。(2)X寸教

育教学实践起着理论指导作用j如改革中小学教

材、教法,大 面积提高教育质量的研究,就是近 zl1

年来通过不断的教育研究有力地指导教学第一线

的改革,进而实现了教育质量的明显提高。(3)X寸

教育的中长期发展提出有科学依据的规划,发挥

理论的预测作用。如除了国家教育部组织的教育

发展战略研究外,几乎全国各省市区也都分别开

展了较具体的区域性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制 定规

划并为政府提供决策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育法》指出 :“ 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研究,推

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

;《 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也强调 :“ 加强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理论研究和试验
”
,各级领导和教育行政部

门要把教育研究等项工作
“
摆到十分重要的地

位
”
。可见,在今天

“
科教兴国

”
已成为基本国策、

“
科研兴教

”
已成为办学新思路的形势下,我们应

该把教育研究现代化放在比教育现代化
“
先行一

步
”
的重要地位。

一 教育研究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思考教育研究现代化,理 当首先探明其基本

特征。一般而言,“ 现代化(Modern讫 e)” 从时空两

个维度来说有两种意义,即 :从时间而言它是一种
“
运动(Mo“ ng)” 的现代化,从空问而言它是一种

“
状态(Being)” 的现代化。教育研究现代化也是

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随着时间的运动和状态的

变化而表现出自身的以下基本特征。

(一 )教育研究科学化

教育研究可以粗略划归于社会科学研究范

畴,而社会科学研究的现代化是在 自然科学迅速

发展态势的带动下逐渐出现的。19世纪末 ⒛ 世

纪初,自 然科学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惊人的发现 :

1895年德国的伦琴发现伦琴射线,1896年法国的

柏克勒尔发现铀的放射性,1897年 英国的汤姆生

发现电子,1905年德国的爱因斯坦建立狭义相对

论⋯⋯。这些划时代的发现冲刷着旧的科学观

念,也导致了社会科学的繁荣,使社会科学研究从

{l刂 重思辩逐步走向科学化。本世纪以来,原子能、

汁箅机、系统科学、新三论等一系列新科学、新技

术的涌现更动摇了传统机械论赖以建立的根基 ,

也削弱着逻辑经验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主导地

位。赖欣巴哈(H.Reichen"ch)讠丿、为,当代科学的

新特征主要表现在科学发展的整体性大大加强 ,

“
在科学系统整体发展过程中,各 ∫J类科学、各层

次分支学科将不断地交叉,同时下断地加速综合,

使科学朝着一个领域内不断深入和各 个顶域综合

交叉的整体化方向发展;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会

将进一步结合并得到量化,科学理论将高度数学

化 ;科学与技术将形成共生关系,协 同发展;科学

与社会之问将发生强相互作用
”
[2](98页 ).

在上述背景下,教育研究也因此不可避免地

面临着科学化的问题。虽然自有教育研究起人们

就一直在自觉或不 自觉地寻求其科学规范,较 之

教育(科 )学刚从哲学怀抱独立出来的夸美纽斯与

赫尔巴特时代(Age。f ComeniⅡ &HerlD盯 t),教

育研究在科学化的道路上确实已大大前进,但与

其它科学相比,其科学化水平还差之较远,乃至什

么是教育研究科学化,其涵义迄今也尚无公认的

明确界定。我国有学者认为,教育研究科学化的

真正实现,至少应在总体上体现:(1)在体系上由

单纯的综合(大教育学)和单纯的分化(各 门具休

的教育学科)转变为既有不同分支,又有一定层次

的系统结构 ;(2)在 方法上由单纯的思辩、定性描

述研究转变为定性与定量结合、实证与非实证统

一的综合研究;(3)在功能上由侧重发挥宣传议论

性功能转变为发挥评价、解释和决策支持性的一

体化功能[3]。

笔者认为,教育研究科学化还首先应该体现

为一种科学的研究态度和探索精神,这 也是科学

的本质听在。一项研究是否科学,不仅休现在研

究什么和怎样研究,而 卫̂体现在是否蕴含和张扬

了一种科学的精神和态度。唯有首先以科学的精

神和态度进行教育研究,才有可能进而言及真正

意义上的科学化。其次应该体现在研究方法和内

容上的科学化。以往我们探讨较多的是教育实验

研究的科学化,这是由它的控制性较强的特点决

定的。但除此之外,对于那些非实验性或实验性

不强的研究,也应强调其科学化。诸如从选题、设

计、搜集材料、分析论证、撰写报告以至最后的鉴

定、推广等,凡是涉及到方法和方法论的内容,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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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尽可能做到客观、正确、规范。虽然我们并不

强求精确的定量分析,并主张在方法上
“
百花齐

放
”
和

“
不拘一格

”
,否 则就易陷人

“
唯科学

”
的歧

途,但教育研究现代化只有在科学化道路上大步

前进,才可能获得更强的生命力。

(二 )教育研究信息化

在⒛ 世纪后半期,以 电子和信息技术为先

导,人类逐步迈向信息化时代 ;从 ⒇ 年代开始,人

类又迎来了一场以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为标志的

数字化信息萆命,如 日本第五代计算机的研制、西

欧
“
尤里卡计划

”
和新加坡

“
智慧岛计划

”
的制订等

等即为具体标志。信息化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就

是由物质生产活动为主向非物质生产活动为主转

化,由体力劳动为主向脑力劳动为主转化,也就是

说,未来的社会只需少数人用少量时间去生产人

类所需物品,而 让大多数人去创造新知识。在传

统的小生产中,生产力 =劳动者 +劳动工具 +劳

动对象 ;在第一次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以来的现

代生产中,生产力 =(劳动者 +劳动工具 +劳动对

象)× 科学技术 ;在知识经济社会和信启、化时代

中,生 产 力 =(劳 动者 +劳 动工具 +劳 动对

象)信
息技术,即 生产力不再按算术级数增长,而 是

按几何级数呈迅猛增长之势。因此,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对教育研究在研究培养目标、人才结构、

教育行为等方面既提出了一系列挑战,同 时也带

来了极大的便捷 .

教育研究信息化是指比较普遍地运用以计算

机、多媒体和网络通讯为基础的现代信息技术进

行教育研究,促进教育的全面改革,使之适应正在

到来的信息化时代对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我国教

育研究正逐步与世界教育研究信息化接轨,它 主

要表现在 :一是推进教育领域的电脑普及化,二是

推广信息共享的教育网络运用机制系统,三是采

用信息技术含量高的现代新型的教育研究方法。

自1994年 11月 起,我 国的重点工程—— 国

家教育科研信息网(CERNET),即 “
金智工程

”
正

式启动,成 为我国教育研究走向信息化的里程碑 c

其后不久,中 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速科

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对 发展高技术产业、加快国

民经济信息化的进程、建设全国科教信息网络、实

现科技信启、共享和交流的现代化等提出了明确的

要求,并宣布了一系列战略举措和详实的实施方

案。1999年 1月 ,我 国第一个服务于中小学校网

络远程教育的现代教育技术信启、资源库正式上

网,这一中央资源库实现了多种教育信息资源的

卫星下载功能;同年 9月 ,我 国首家基础教育师资

培训卫星网络——华教卫星网正式开通,这 个日

前我国最大的互联网教育网站在国内苜次使用了

卫星正程发射技术,以 近 4倍 htcJrrnet的 速度进

行传播。此类信息发展前沿技术的应用,无疑既

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 为教育研究现代化

提供了机遇。随着 21世纪的到来,据有关专家预

测,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还要经历两太信启、化浪

潮——微电子技术和信息预测两大浪潮的冲击

[4]。 科学研究以信息为依据进行研究和顶测,将

变得比仅仅是获取和收集信息更重要,这 既是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标志着教育研究信

息化的特征将愈加显著。

(三 )教育研究应用化

我国有学者曾言 :“ 科学的社会运用成为科学

内部问题和价值理性成为科学规范的重要组成部

分,意味着科学总体范式的转变。传统科学观历

来把科学的社会运用视为科学之外的社会问题。

但是,科学的富有成效的分析与社会公众兴趣的

衔接问题,使得把科学知识的社会运用作为一个

重要的科学内部的问题、作为科学的一部分来对

待是合理的,恰 当的科学社会利用问题应当包括

在研究过程的内部。这就要求人们同时根据科学

的利益和社会需要两者进行自觉规划而使科学合

理化
”
[5]。 反思过去,我们的教育研究往往偏重

于基础性研究。不容否认,基础性研究在建设科

学知识的组织体系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

而当其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它 的作用就变得相对

有限。换言之,通过加强基础性研究与应用性研

究的结合,更可能收到相得益彰之效。而教育研

究应用化直接针对现实问题,更 突出地反映了教

育改革的现实需要,因而在教育大变革、大发展的

现阶段理应受到更广泛的重视。

教育研究应用化不仅表现在重视教育实阝l;问

题的解决,而且还越来越多地表现在研究成呆t
技术及成品开发上。传统的教育研究成果常常 :丿

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为载体,而今天人

"更
:⒈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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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开发研究,重视通过技术与开发来为教育

实践服务。不少研究者在研究达到一定阶段后转

向相关的技术开发与成品开发,从而使研究和开

发一体化。例如,有的研究者在多年实验研究的

基础上,编 制出了某些教学方法的软件、教学光

盘,有的研究者通过多年改革实践,设计出了中小

学班集体建设的系列化操作方案、优秀班集体活

动案例,有的研究者在研究信息技术对学校管理

的影响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化的学校管理模型 ,

制作出相关的管理软件等等。教育研究与技术及

成品开发的一体化,也充分反映了教育研究的实

践观念和市场意识正在加强。

(四 )教育研究国际化

现代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发展,使得科学的国

际交流与合作空前频繁和广泛,开放与流动、竞争

又合作,已 成为现代科学研究活动的一般规律。

科学领域中一些耗资巨大的实验装置,如超级加

速器、空问实验站,以 及一些大型计划,如 人类基

因合成、国际日地物理计划等,都必须通过国际交

流与合作的方式进行。21世纪,“ 科学共同体将

进一步国际化,以至形成一个国际科学群体 ;科学

研究将由国家规模向全球规模发展
”
[6](gg页 )。

随着交通、通讯的日益快捷,世界正变得越来

越小。在今天这个
“
地球村

”
里,教育的国际化已

成为大势所趋,各 国教育成为了国际化教育的一

部分。教育的国际化似应主要包括三层意思 :一

是指教育应保证使本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

用;二是指重视培养关心人类共同命运、全球问

题、有国际眼光并为本国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三是

指充分发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学术互访、财力

互助、信息共享,并使这种交流与合作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7]。 与此同时,教育研究国际化的趋势也

日益明显,如某项教改措施一经上网,E-Mail顷

刻间便会传遍全球。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为推动

教育及教育研究的国际化采取了许多措施,作 出

了有益的贡献。如进一步扩大教育的对外开放 ,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研究 ;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

各国教改和管理的成功经验 ;支持留学教育和学

术互访,扩大接受外国研究人员的范围;强化国际

内容的教学与研究,大力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等,这

些都反映并强化了教育研究的国际化。

回顾历史,我 国
“
十年动乱

”
闭关锁国、固步自

封的教训是相当深刻的。展望未来,只 有充分认

识并顺应教育研究国际化的特征,不断加大改革

开放的力度,教育研究才可能在
“
科教兴国

”
中充

分发挥
“
支点

”
的作用。同时还应明确,国 际化绝

不等于西方化和抛弃民族性。我国的教育和教育

研究只有在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特色的前提

下,做到民族性与国际化相统一,才会有生生不息

的发展动力。江泽民 199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的

演讲中指出 :“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 自己的历

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

重,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
[8]这番话应

当成为我国加强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基本指导

思想。同时,教育研究现代化,也应由中华民族优

秀的传统文化发韧,进而向现实教育贴近并与现

代国际教育研究相联,方能焕发出无限的生命力。

二 我国教育研究现代化的主要任务

思考教育研究现代化,重在明确并落实其主

要任务。教育研究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内容之一,二者在总体目标上是一致的,归根结底

就是要实现邓小平 19ss年提出的
“
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面向世界,面 向未来
”
[9](35页 )。 同时,教

育研究现代化作为教育现代化的
“
支点

”
,有其特

定的历史使命和主要任务。

(一 )研究观念首先现代化

观念是现实的反映。转变研究观念意味着研

究者将可能获得新的研究思想和方法,研究本身

也将可能随之而获得新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

说,观念的转变是首要的、决定性的转变。教育研

究观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重 点包括教育价值

观、人才观、教师观、学生观等方面的转变。实现

这一转变主要有两条途径 :一是从研究活动出发,

二是从研究者个体出发。

从研究活动出发,需要更新现有的思维方式

和研究方法。我们知道,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和高

度综合的趋势,使科学发展迈人了
“
大科学

”
日寸代。

“
大科学

”
日寸代的显著特点是考察问题注重动态

性,研究问题突出整体性,理论概括强调综合性。

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科学研究中要建立开放、多

维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认识问题要突破传统的
“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
方式的局限,摒弃单一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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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从全面、系统、整体的角度去把握问题的实

质。尤其是在现阶段和今后较长时期内我国的教

育体制改革中,要始终把实现人的素质的全面发

展和终生发展作为一切研究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从研究者个体出发,需要转变人的科学素质

观。现代科学素质观应主要包括:(1)X寸科学价值

的正确认识、对科学的兴趣以及为之献身的科学

信念,(2)勇 于探索、刻苦钻研、团结协作、不断创

新的科学精神,(3)实 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科学态

度,(4)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作风和科学方法,(5)

科学服务于社会的科学理想和科学道德。唯有研

究者个体素质尤其是观念的首先提升,才能进而

带来研究者群体素质的提高,并最终促进教育研

究的繁荣与发展。

(二)研究内容逐渐宽深化

面向21世纪,教育研究的视野应该进一步在

宏观上拓宽、微观上深人,这也是科学发展到今天

对科学研究本身提出的必然要求。在 19世纪以

前,人类的认识小的方面没有超过原子,大的方面

没有越出银河系 ;而今天,人类的微观研究在空间

上已深人到十万亿分之一厘米的基本粒子内部 ,

在时间上已触及寿命只有一千万亿亿分之一秒的

极不稳定的共振态粒子,宏观研究在空问上已扩

展到一百亿光年以上的大尺度的宇宙,在时问上

已延伸向寿命为一百亿年以上的太阳。

就宏观研究内容拓宽来说,研究者将 日益重

视学校教育对人一生的发展所具有的作用的研

究,并逐步向研究继续教育、终生教育、社会教育

乃至全人类教育等方面发展 ;力口强对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与教育相关问题的现实研究,以 及

对这些相关问题的未来研究 ;力口强对教育宏观决

策有直接影响的决策研究和政策研究,尤其是对

综合国力与教育、全球竞争与教育等问题的研究。

从微观研究内容深入而论,应该重视开展教

育教学的指导性研究。在具体的教学层面上,要

重点抓好课程设置和教材改革两个方面的研究。

课程内容要适应科学知识日趋综合化和一体化的

特点,开设有利于学生素质全面发展、尤其是个性

发展和创新精神塑造的选修课程 ;教材编写要突

出现代科技的基本原理并注意吸收其最新成就 ,

以及重视教给学生的学习方法等等。

(三 )研究手段加快科技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教育现代化就是现代化的

科技手段在教育领域广泛运用的过程,教 育研究

现代化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科技手段的

先进程度。教育研究是一种高度复杂的创造性活

动。有学者计算,兴办教育涉及的因素其数量级

为 107,比 生产火箭涉及的因素的数量级 106还 要

多一个几何级数[10](1I页 ),因 此迫切需要运用

高新科技来改造传统的研究方式,提高研究效益c

实践已经证明,计算机技术的日益精良,为 克

服教育研究中变量多、机理复杂、不易把握等困谁

提供了条件,使得数学方法在教育研究领域成为

一种实在的技术性方法,使得追踪研究和大样本

的调查统计分析处理变得精确而简便 ;而互联网

络的不断扩大和联线服务范围的扩展也不仅使研

究者能更有效地获取资料,而且有利于进行远距

离交流与合作,日 益兴起的网上教育学术交流就

是有力的例证 ;即便是教育史或教育文献研究等 ,

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也有助于使资料的存贮、检索

和分析变得更加简便和有效。然而,目 前我国总

的现状是现代化科技设各不仅普及率低,而 目̂使

用率尤低 ;研究者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范围小、程

度低,多数仅限于对计算机的浅层次运用。教育

研究在手段科技化方面远远落后于不少其它学科

领域,奋起直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t

(四 )研究队伍走向体系化

据《我国首次对教育科研事业发展情况进行

大规模调查报告》[11],十 一属三中全会以来,我

国的教育研究事业进人了空前发展的时期:在研

究机构方面,成立了以国家、省市区和高等学校两

个系统的教育科研机构为核`b的教育研究基地 ,

除国家教育部所属的中央教科听、国家教育发展

研究中`b等研究机构外,全 国几乎昕有省、市、区

和计划单列市均成立了教科所(院 ),"0多 所高

等学校建立了高教研究昕(室 )。 在学术组织方

f盯 ,相 继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中国成人教育协会、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

群众性学术研究团体,共有团体学会 300多 个、专

兼职教育研究人员 1万余人。

然而,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广大 ≡

层教育工作者参与教改研究的积极性空讠t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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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迫切需要解决的现  教师培养成具有初步科研能力的
“
教学研究型

”
人

状,使得我们现有的研究力量明显不足。这就需  才,无疑将会给教育研究事业添注新的活力。如

要进一步扩充力量,调整结构,组建一支结构、体  近年来四川省教科所借助全省中小学教师教改积

系更加合理的研究队伍,即包括教育理论研究者、  极性高涨、局面
“
火红

”
的劲风,引 导或支持各地中

基层专职教研员和广大中小学骨干教师组成的三  小学、师范学校以至幼儿园成立了与教导处基本

级教育研究队伍。其中尤其是中小学骨干教师这  平行、有专职人员负责的
“
学校教科室

”
,通过承担

一层,他们有 自身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和  课题、聘请专家指导、理论培训等方式培养出了一

强烈的参与研究解决这些问题的意识,但苦于理  大批具有丰富教育实践经验的科研型教师,既 为

论水平和深造条件有限等因素,致使这些问题难  四川教育研究事业的发展找到了新的动力源,也

以解决。如能通过
“
课题牵头、专家指导、管理机  为我们进一步优化研究队伍、推动教育研究事业

构大力支持
”
的途径将各种力量组织起来,把广大  加速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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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Bas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incipal Tasks of China’ s

Educational】Research Modernization

WU Ding-chu CAO X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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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al research modernizati° n is the crux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Catch-

ing up and surpassing the developed in the course of educational rnodernization and the fulcrum

of China’ 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with as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scientization, inf。 rma-

tionahzation, being apphed and internationahzation, 、vhose principal tasks include prirnarny

m。dcrnizing research idea, gradua⒒ y widening and deepening research contents, speed⒒ y scien-

tizing and technologizing research methods, and systematizing research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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