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考研教育学考点总结——观察研究应遵循的

基本原则
观察研究法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

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取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在进行观察

研究时需要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这也是教育研究方法的重要考点之一，常以选

择题的形式出现，文都教育在此为大家做详细介绍，希望能为考生的 2018 考研

教育学备考复习带来帮助。

在进行观察研究时，需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 观察的目的性

观察要有明确的目的，研究者必须知道每次观察的重点和方式，特别是要按

照研究目的认真选择典型的观察对象、环境条件和工具。这种典型对象具有较好

的代表性，能为研究提供足够的观察材料。澳大利亚科学家贝弗里奇在其著作《科

学研究的艺术》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研究人员必须运用其绝大部分的知识

和相当部分的才华，才能正确选出值得观察的对象。这是一个举足轻重的选择，

往往决定几个月工作的成败，并往往能把一个卓绝的发明家同一个只是老实肯干

的人区别开来。”要善于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同时又要注意捕捉那些意外的偶然

现象。

2. 观察的客观性

观察中常会因以下主观因素而影响观察的客观性：（1）先入为主的偏见，

表现为只收集某些似乎能证明自己研究假设的观察材料，或用自己的假设去修正



观察结果，甚至用某种理论框架牵强附会地解释观察结果，从而歪曲了事物的本

来面目。（2）无意过失。往往表现为研究者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经验去修正、

填补观察中的空白，从而作出错误的分析。（3）假象与错觉。

要坚持观察的全面、系统和客观，使观察所得的经验事实比较正确地反映客

观事实，就要做到尽可能从多方面观察事物，把握客观对象的各种因素、各种关

系和各种规定，如实地反映现实情况，不能带有任何主观感情色彩。要以严格而

谨慎的批判态度对待观察过程，以及观察的结果，有意识地克服主观偏见。

3. 观察的自觉性

观察的自觉性指观察时要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观察的自觉性，不仅表现在

收集事实材料的可靠性上，而且表现在对观察结果的科学解释，表现为从事实材

料中概括提炼形成的观察结论的可靠性。作为研究性的有目的的观察，理性思维

渗透于观察过程的始终。对同一教育现象，由于各人的认识、经验、理论、背景

知识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观察得出的结论往往因人而异，这正是自觉性存在不同

程度的表现。观察由感觉、注意力、理解力三个部分组成，研究者要在观察研究

中有意识地提高自己的观察力和理性思维的能力。

大家要想更透彻地掌握教育研究方法的相关内容，了解更多考研教育学的重

点和难点，可以登录文都网校，参考教育学考研的相关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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