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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通过对大陆 2000年至 2010年 145 篇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随机抽取的 30 篇论文的研究方法进

行实证分析,发现存在以下问题:在态度上,研究方法意识淡薄; 在认识上, 混淆了研究策略与研究方法;在论证

中,偏重于二手资料,原始证据不足;在质量上,研究结果缺乏检测。针对比较教育学研究论文的实际情况,给出以

下对策:增强整体方法论意识,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有效性;确立原始资料优先原则;运用三角验证检测研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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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大陆从 1985年开始招收比较教育学博士

以来,博士生培养取得了巨大进步,博士学位论文通

过率在数量上逐年增长, 但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对比

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探讨仍缺少实证

的分析。博士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研究生是否具备

科学研究能力的重要依据, 其研究方法是否科学直

接关系到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水平,进而影响到学

科的学术声誉和学术地位。作为一门渐成显学但又

身负危机的二级学科,时时遭受圈外学者的非议, 对

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进行审视, 不

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质

量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还能对未来比较教育学博

士生培养方案和比较教育学学科建设提供一定的指

导和预测意义, 鉴于此,本论文主要从科学研究的视

角考察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存在的问

题并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

一、研究方法

(一)基本情况与样本选择

在中国知网 CNKI�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

据库�中以�学科专业名称�为检索项, �比较教育学�

为检索词,学位年度从 1999年到 2010年, 一共检索

出 145篇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 在授予单位上,

分别是华东师范大学( 89 篇)、东北师范大学 ( 31

篇)、西南大学( 21篇)、南京师范大学( 3篇)和浙江

大学( 1 篇) ; 在籍贯上看,中国作者 139 个, 外国作

者 6个;在研究主题上,涉及到课程改革、教师教育、

公民与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全纳教育、国际理解与

交流、多元文化、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等多个领域。

从 145篇论文中随机抽取 30篇论文作为分析

对象。时间跨度为 2000到 2010年; 从研究主题来

看,涵盖国别研究、问题研究和学科建设比较教育学

三大领域, 其中国别研究 17 篇, 问题研究 12篇,方

法论研究 1篇;从作者来看,大陆学生 27位,留学生

3位; 从授予单位来看,涵盖了大陆五个比较教育学

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样本分布状态在一定意义上反

映了当前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现状。

(二)分析方法

把 30篇通过答辩的博士学位论文按照授予单



位( U )、授予年度( T )、研究主题( T )、作者国籍( C)

逐一编码, 例如 U s-T10-Tn- Cc就表示 S学校 2010

年通过的以国别研究为主题、作者为中国人的博士

学位论文。在分析维度上, 一是分析作者对研究方

法理解和重视程度, 本调查以研究方法表述(内容)

和篇幅(形式)占整个研究论文比例为判断依据, 反

映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程度和对研究方法的

重视程度。尽管研究方法表述篇幅的多少并不完全

能代表研究者研究方法意识的强弱,但在一篇严谨

的学术论文中, 寥寥几句研究方法的描述不能反映

研究者具有清晰的方法与方法论意识是没有疑义

的,所以,权且把研究方法篇幅作为衡量方法论意识

强弱一个外在指标。二是分析作者对研究方法的运

用,考察其在论证过程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 以此为

依据来印证作者对研究方法的理解程度, 揭示出比

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和运用出现的

问题,三是分析其研究结果的检测,从而揭示研究者

使用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

二、研究结果

(一)研究方法意识淡薄

研究方法在 30篇博士学位论文中位置: 5篇博

士论文没有明确提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除 1 篇留

学生论文 ( Uc-T07-T n-Cf ) 和 1 篇大陆作者论文

( U c-T 05-T p-Cc)把研究方法单列成章之外, 其余

23篇均把研究方法作为绪论/引言中的一节, 或者

一节中的一点呈现在博士论文中。研究方法的重视

程度: 30篇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章节篇幅在博士

学位论文中的比例为: 0� 97% , 1� 52% , 3� 37% ,

1� 03%, 1� 52% , 1� 43% , 1� 24%, 0� 38% ,

0� 00%, 0� 00% , 0� 58% , 0� 70% , 0� 00% , 1� 50% ,

0� 26% , 0� 00% , 1� 50%, 0� 36%, 0� 00% , 2� 78% ,

0� 62%, 0� 56%, 1� 45%, 1� 61%, 1� 42% , 0� 57% ,

4� 04% ( Uc-T05 -T n-Cc ) , 2� 85% ( Us-T 10 - Tn-

Cf ) , 12� 16% ( U c-T07-T n-Cf ) , 10� 00% ( Un-T 06-

Tn-Cf )。从中可以发现, 相对于国外比较教育学博

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和方法论单独成章且权重较高

的情况,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内

容在博士论文中权重整体偏低, 多数维持在 2% 以

内,还有 5篇文章(占到总抽样的 17%)没有报告自

己的研究方法。饶有兴趣的是, 3篇在华留学生的

博士论文研究方法权重高于大陆的博士学位论文,

且随着使用语言的差异呈递减趋势: 用全英文撰写

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权重最高 ( 12� 16%, U c-
T 07-T n-Cf) , 用双语撰写的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

次之( 10� 00% , Un-T 06-T n-Cf ) , 用中文撰写的博

士论文研究方法篇幅权重相对较低( 2� 85% , U s-

T 10-T n-Cf) , 接近大陆学者研究方法权重的平均水

平,这是否隐含着大陆比较教育学博士论文研究方

法的训练对留学生的影响程度, 还有一篇权重相对

较高的作者在攻读博士期间到国外进行访学

( 4� 04% , U c-T 05- Tn-Cc) ,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注

意。从研究方法的撰写篇幅来看, 大陆学者比较教

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意识还是比较单薄。

(二)研究策略概念等同于研究方法设计

如果说篇幅长度只是一个外在指标, 那么研究

方法表述内容则可以作为内在指标衡量研究者对研

究方法的认识程度。从研究方法表述来看,除去没

有谈及研究方法的 5篇论文和单独成章的 2篇论文

外,有 23篇论文在阐明自己的研究方法时出现以下

问题:第一,把研究策略当成研究方法,例如�本文采

用了文献研究,在��收集了��篇文献�( U s-T10
-Tt- Cc) ;第二, 列举研究策略概念和特征代替自己

的研究方法, 只有方法的定义描述而在论证中缺少

方法的运用。如�比较研究法是一种��的方法,所
以是分析本文的基本方法( Uc-T 07-T t-Cc) �、�本论

文在考察某国各个时期的教育模式时, 将运用到比

较法,以便认识到 ��的主要特征 ( Un-T 08 -Tt-

Cc) �、�社会科学的重要目的和价值就是对��进
行解释,解释是一种��方法,所以本文采用了历史

解释法( Un-T10-T t-Cc) �等。第三, 尽管有些论文

标明了研究策略, 但仍未清晰地告诉读者是如何运

用这些策略来分析资料。出现上述情况是因为研究

者混淆了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我们常常列举的案

例法、调查法、人种志、行动研究、扎根理论等只是研

究策略,是研究方法的一部分,研究方法还包括资料

的收集和分析框架的提炼, 是一项整体�设计�, 策略

仅为其中一部分, 是实现研究方法的手段, 这也是方

法和方法论必须作为一章的重要原因, 因为较少的

篇幅无法详细展现方法和方法论的丰富内容。

(三)在研究类型上仍偏重于�定性研究�

30篇博士学位论文除了 2 篇进行质的研究之

外,其余的在研究类型上属于�定性研究�, 这种定性
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的要求,

具有较大的随意性、习惯性和自发性,发挥的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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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议论和舆论的工程� [ 1] , 在 28篇博士学位论文

中,有些论文引证文献来源主要是外文文献, 但仍然

是以既有研究成果为主, 也就是二手资料为主( Un-

T10-Tn-Cc) ,而有些国别研究, 引证文献多来自大

陆学者的研究成果( Us-T 08-T n-Cc) , 这两种主要

的引证文献共同的缺陷就是学位论文不是建立在原

始资料(一手资料)的基础上, 导致本应具有创新性

的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成了�研究的研究�, 甚

至类似于一篇大的国外文献综述。这种定性研究不

同于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 后两者都是建立在实证

的基础上, 属于实证研究。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的

差别在于, 收集资料的性质不同:数字型的精确数据

和非数据性的数据;收集的资料方法不同: 量表、问

卷和观察与访谈;分析资料和讨论资料的方式不同;

验证变量的相互关系运用的方法不同, 但二者的共

同点是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交往中, 基于实地

得到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为研究依据, 也就是无论

是质的研究还是量的研究都是一种实证研究。在博

士学位论文中过多依靠既有研究成果作为引证文

献,这种状况令人担忧。

(四)忽略研究的信度和效度

研究的信度是研究者的论证或结果能否让别人

相信,需要记录并随时展现在研究过程中的证据, 信

度主要关注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如果在相同或相

似的条件下再做这项研究,会不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研究的效度包括内部和外部效度,内部效度主要用

来表明研究者在研究策略、资料收集和资料分析技

术选择上的恰当性, 研究者通过这些方法的选择是

否测量或观察到了他们所声称的内容, 外部效度是

指这种研究能否得到合理推广。�信度和效度是从
自然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概念, 由于和质的研究在认

识论基础上存在的差异, 用这些概念来衡量定性研

究的证据质量和真实性是否有价值, 人们都在关

注。�[ 2] 人文社会研究有时候不一定完全能够借用自
然科学的信度和效度来描述研究的精确性。但作为

一种严谨和科学的学术研究, 依然需要证据的确定

性、证据的确实性、证据的持续性、证据的可靠性代

替信度,用可信性和可转移性来代替内部效度和外

部效度[ 3]。研究问题的答案,也就是研究报告的核

心观点,应该建立在理由的基础上,而将理由建立在

证据的基础上, 才能使文献研究的成果具备说服力,

使读者相信研究者提供的答案。这 30篇论文除了

2篇简略报告了研究局限之外,其余都没有报告研

究的信度和效度。

三、分析与讨论

(一)方法和方法论意识薄弱

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应为一项

研究设计,包括大纲、计划、用于解决研究问题所开

展实施程序的具体策略,设计如何收集数据和分析

数据。从研究方法的表述、研究方法在论文中运用

等显露出来的问题表明,在比较教育学博士生培养

方面,研究方法的学习和训练一项仍存在许多不足,

致使能够撰写出博士论文的�文章�, 但却没有学会

如何科学地开展�研究�,撰写研究方法的时候, 不得
不以方法的概念和定义代替自己研究设计,即使有

些作者结合了自己的研究内容, 但也只是只言片语

与研究方法概念强行结合,没有理会研究方法的真

正意义。以历史研究法为例, 历史研究法并非仅仅

像作者所描述的, �本文考察了��变迁及在各个时

期的��特点�( U n-T 08- Tn-Cc) , 历史研究是一个

非常严谨的研究方法, �比如说史料的来源:文件与
档案,大众传媒与图书资料,遗物与遗迹还是口头证

明;史料的种类: 直接史料还是间接史料; 史料的性

质:史料的真伪问题,因为有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即使

是政府颁发的文件, 也可能因为党派利益或其他反

对外在因素而导致现实中的失实� [ 4] ,还有历史的分

期是否合理, 采用何种分期的依据等。在撰写研究

方法时候,需要对如何运用这种方法,像如何收集资

料,如何辨别资料,如何分析资料等研究设计作出详

细说明,而非仅仅用研究方法的概念和定义来敷衍

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设计。

(二)资料的性质未加辨别

相对于具有同等学科性质的世界历史中已经出

现�史料优先渐成趋势�的局面, 比较教育学博士学

位论文在原始证据使用上显得单薄, 资料的收集呈

现随意性和随机性, 导致研究论文成为� 研究的研

究�,一篇大的�研究综述�,从而背上贝雷迪所描述

�骡子�的恶名。当把他人的研究成果当成原始资料

时,人们往往对这种�研究的研究�产生怀疑态度,因
为报告人没有足够的自己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

这时候,就需要作者对作为证据的�他人的研究�的

真实性做出说明, 包括他使用的方法和收集的数据

等,而这点在比较教育中往往很难。举个例子, 研究

某国的某项政策的实施效果, 假若说研究者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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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考察了政策出台方背景、政策的实施主体态度、政

策的实施对象各方面的感受和实际情况, 那么在回

答研究资料收集的严谨性后即可说明提供证据的可

靠性;如果以某国学者的研究作为研究的证据,研究

者也注明了出处,但是研究者还得进一步提供更好

的理由或者证据说明作为支撑论点证据的某国学者

的研究是可靠的。作为一项研究成果,应该是证据、

理由、观点之间循序支持的完整报告。特别是比较

教育中常用的文献研究, 绝不是从外国一本著作、一

份资料和一段个人观点中找到支持,就能够证明自

己的观点, 问题关键在于作为证据的资料是否为原

始资料,否则呈现的证据往往是不充分的证据,有时

候即使用原始资料作为自己的论证证据, 依然面临

着证据不充分性的危险, 这是由于研究性质决定的,

还需要资料与资料的相互印证。

(三) 地域的限制导致实证困难

如果说自然学科以实验室操作实验收集的数据

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 人类学以对研究对象的观

察后的详细描述为支持其观点的证据, 那么大多数

人文学科则多以著名学者的言论或者文本自身作为

支撑其观点的证据, 如果自然科学以世界是相对于

观察者来说是客观和独立的, 所以能够测量, 人类学

研究是以研究者参与到研究对象的现场, 通过观察

和采访等实证手段获得可信度, 以国别研究和问题

研究的比较教育来说,由于远离现场的地域限制, 使

得采用实证方法比较困难,所以,作者们的论证基础

大多基于文献, 以文献为基础的比较研究,必须寻找

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正如哈默斯利( Hammersley )

所说, �如果说一个理由精确地反映了我们想要描
述、解释或理论化的现象的特征,那么这条理由就是

有效的或者说是真的。但是我们不知道一个理由是

否为真,因为我们没有独立的完全可信的通往真实

的道路,所以,我们只能依靠用来支持描述现象的证

据的足够的充分性来判断研究是否可信�。[ 5]根据这
个道理,在具有复杂情境、多重变量等不易检验研究

信度和效度的人文社会研究中, 特别是无法到达研

究现场远离研究对象的非参与性的大陆比较教育学

博士生来说,只能依靠证据的充分性来保证研究可

信性,这也是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

用中必须正视的一个客观条件。

四、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抽样的研究方

法的分析,我们发现,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

方法的撰写和运用还存在不少问题, 主要表现在,方

法意识淡薄, 方法认识存在误区;论证过程中过多依

靠研究成果, 原始证据积累不足;方法的信度和效度

缺乏报告。这里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 也有客观方

面的影响,针对比较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实际情

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 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有效性

首先增强研究方法论意识, 在比较教育学博士

培养阶段加强博士生研究方法意识的培养,研究方

法主要包括研究策略、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的框架、

资料局限和潜在问题等,是对研究一项整体的设计,

包括如何收集资料、如何分析资料、分析资料所采用

的策略等,应从方法论高度理解方法,使博士生具有

整体的方法论意识。在前期课程设置上, 在开题报

告中,在教师指导过程中以及后期的论文写作和答

辩环节,不仅要让博士生认识到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关键还得动手去做, 这就需要提高研究方法课程的

有效性,研究生培养单位在硕士培养阶段和博士培

养阶段一般都开设了研究方法课程, 但是实际情况

却不尽人意, 原因可能在于把研究方法课程当成一

门课程来修, 获得的是关于研究方法的陈述性的概

念性知识,因此在研究方法课程上,应该学会如何做

研究,而不是学会研究方法的概念是什么, 这样就可

以避免在学位论文研究方法撰写时以概念代替设计

或者出现望文生义、强行解释的错误。

(二)确立原始资料优先原则

科学研究重在证据, �证据是确凿的事实,是坚

实的证明,是某些我们自己看得到的东西, 是论证凭

借的坚实基础� [ 6] , 提倡开展实证研究, 但相对于比
较教育学博士生实际情况,即多数学生并非能够到

达国外的研究现场,应当确立原始资料优先的原则。

根据形式逻辑的理解, 论题是其真实性需要确认的

那个判断,论据是确认论题的真实性时所根据的判

断,由判定一个或一些判断的真实性,进而判定另一

个判断的真实性,就是论证。如果论证的论题是未

经确认为真的判断, 那么, 论证的重点就在于探求,

即在于为这个判断寻找理论或事实的根据。
[ 7]
断定

论据是真实的,却不同于论据事实上是真实的, 因为

一个人可以断定一个判断是真的, 而事实上这个判

断却可能不是真的。博士论文由于其创新性的要

求,论题都是未明确为真的命题,那么最为重要的就

是寻找真实的论据并判断论据的真实性, 二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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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研究证据的真实性是二手资料的研究者赋予了

真值,在研究中还需要对事实的真实性做出研究者

自己的判断, 所以, 必须根据研究对象判定原始资

料,确立原始资料优先的原则,即使收集到了大量的

原始资料, 还需要对原始资料的真实性做进一步分

析,在不能达到现场的情况下,就得运用三角验证增

强信度和效度。

(三)运用三角验证增强研究信度和效度

三角验证是一个研究信度和效度有效的方法。

三角验证�最初来自于土地调查,知道一个地标仅仅

能够标明你位于穿过该地标的直线上, 如果再知道

两个地标, 就能够在交叉点确定你的位置� [ 8] , 1970

年被质性研究学者丹因( Denzin)引入到人文社会学

科领域,三角验证的逻辑是,一种方法不足以解决多

因素影响的问题。因为每一种方法都能够揭示实证

研究的不同的方面, 所以,我们应该运用多重研究方

法。丹因定义了三角验证的四种类型:第一, 数据三

角验证,研究者尽可能多的从多种渠道收集有关分

析对象的资料,使用多种多样资源数据的三角验证

就可以用同一种方法使理论分析效果最大化;第二,

调查者三角验证, 简单的理解就是应该安排多个观

察者而不是一个观察者,多个观察者降低了单一观

察者可能带来的偏见, 提高观察的可信性; 第三, 理

论三角验证, 一般来说,我们只收集与研究和数据维

度有关的用来指导研究的数据, 但是在分析数据的

时候如果能够以多重视野的假设分析数据,就显得

更有价值,多种理论观点应该并列起来评价他们的

有效性和解释力量; 第四, 方法论三角验证,使用多

种方法研究单个问题或项目, 包括方法内的三角验

证和方法间的三角验证,方法内的三角验证就是通

过不同的维度验证, 方法间就是结合运用多种方法

进行验证。[ 9]根据比较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

应采用三角验证的方法来提高论文的信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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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f ResearchMethodologies for Doctoral Dissertations on Comparative Education in Mainland China

M IAO Xue- jie

( I nsti tute of Int ernat ional and Comp arat i v e Edu cation, N or theast N or mal Univ e rsi ty , Chang chun, Ji l in 130024)

Abstract: By investig ating thir ty doctor al dissertat ions on comparativ e education r andomly select ed from a t otal of 145 published

in Mainland China betw een 2000 and 2010, an empir ical study w as made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 ies used fo r these

dissertat ions. A number of pr oblems w ere found: a weak aw areness of proper methodolog y, confusion between research

st rateg y and research methods, reliance on secondar y sources r ather than pr imary ev idence, and relatively low t hesis qualit y due

to a lack o f sufficient v erification. T o cor rect t his situation, measur es should be taken to r aise t he overall awa reness of the

importance o f appropr iate research methods, pro vide effective training in r esear ch methodolog y, establish the prior ity o f

pr imary evidence, and adopt the pr ocess o f triangular v erif ication in research.

Keywords: comparative education; doctor al dissertation; r esear ch methodolog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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