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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吴 削

观察对于收集研究的第一手材料
,

认识

教育现象
,

发现教育规律有着十分重要的作

用
,

是教育科学研究的最基本的一种方法
。

科学的观察法不同于 日常生 活 中 的观

察
。

日常生活的观察
,

往往是无计划的
、

自

发的
、

偶然的观察
,

也不要求严格的记录和

统计分析
。

科学的观察法是指研 究者
`

有 目

的
、

有计划地在一定的情境之中
,

运用各种感

觉器官
,

或借助科学仪器等技术手段
,

去感知

被研究的对象
,

准确记录有关的现象
,

并通

过统计分析
,

认识所要研究的事物
。

怎样运用观察法进行教育科学研究呢 ?

者的习惯方式
,

不妨碍他们的正常活动
,

不

加以任何的人为千涉
,

因此观察到的现象有

较强的真实性
。

观察法的局限在于
: 了解到

的往往是一些外部行为和表面现象
,

不易了

解被研究者的内心活动
,

·

难以确定事物间的

因果关系
,

难以深入到教育的过程中去发现

带规律性的东西 ; 研究人员一般只能被动地

等待特定现象的出现
,

较难主动控制各种条

件
,

诱发或促使特定现象的 及 时 出现
。

因

此
,

当我们研究的课题适宜用 观 察 法的时

候
,

可以选用观察法
,
同时要尽可能地与其

它方法结合起来运用
,

从而发挥观察法的优

势
,

弥补其局限
。

把握观察法的特点

观察对象必定要有能让研究者观察到的

外显现象
。

这就限定了观察法的使用范围
。

例如
,

我们在幼小衔接研究项 目中
,

为

了研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
,

我们 以
“
师生个

别接触
” 为观察的焦点

,

用时间 抽样 的 方

法
,

在一天中
,

观察教师与学生个别接触的

总次数
。

其中要分出
:
在全班的

、

分组的
、

自由活动的背景下个别接触的次数
;
教师发

起的
、

学生发起的个别接触的次数
,
其性质

是
一

肯定的
、

否定的
、

混合的
、

中性的个别接

触的次数
。

上述观察的内容
,

都是教师与学

生的外显现象
,

因此
,

观察法才能够实施
。

观察法的优点在于
:

一般不需要创设什

么特殊条件
,

可 以结合 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

进行
,

有较大的可行性 ; 一般不改变被研究

严密观案法的设计

观释的方式方法有抽样观察法和追踪观

察法
。

抽样观察法包括
:

时间抽样观察法
,

即

在特定的时间内 (如一节课 )
,

观察和记录

所发生的教育现象 , 事件抽样观察法
,

即在

特定的事件里 (如一次活动 )
,

对事件从头

至尾地进行观察记录
。

前者要观察记录的
,

是事前给 以精确定义的一组特殊 行 为 或 现

象
; 后者要观察记录的

,

是某一现象的整个

发尘发展过程
,

集中在正在进行的全部
“
行

为流
”
上

。

追踪观察法是一种长期地系统地全面地

观察被研究者发展过程的方法
。

如我国幼儿

教育家陈鹤琴先生从他的第一个孩子出里之



日起
,

就逐夫地对其身心变化和各种刺激反

应进行周密的观察和记录
,

连续观察了 80 8

天
,

积累了系统的研究资料
。

又如前苏联的

瓦
·

阿
·

苏霍姆林斯基
,

为了研究道德教育间

题
,

观察和记录了 3 7 0 0名左右的
·

“
差生

”
和

“
调皮学生

”
的心理状态

、

行为表现
,

并解

说出2 5年中 1 78 名
“
最难教育 ,, 学生的 曲折

全长过程
。

无论用什么方式方法进行观察
,

都需要

对观察的方法进行严密的设计
。

例如
,

北京市教科所研究人员谢春风关

于《小学学习优差里课堂表现差异的研究》 ,

目的是了解小学学习上的优等生和后进生分

化的原因主要是否在课堂上
,

如果是这个原

因
,

应采取哪些防止分化的措施
。

其研究采

用时间抽样观察法
。

研究对象是从某校二至

五年级总计 16 个班里
,
每个年级随机抽取一

个班
,

共 4个班 ;
.

每班以学习成绩最优 者 与

最差者各一名学生为研究 对 象
,

共 8名
。

观

察时间是星期二至星期五每天上午第一
、

二

节 (数学和语文课 ) , 总计观 察 4周
,

第 一

周按二
、

三
、

四
、

五年级班顺序观察
,

第二

周按三
、

四
、

五
、

二年级班顺序观察
,

第三
、

四周依次类推 , 每班观察 4天 8节
。

观察项 目

是一组特殊行为和现象
: ①分心次数 ( 即往意

力离开学习情境
,

由离开至返回为一次 ) ;

②干扰学习姿势变化次数 ( 即违反课堂常规

的姿势
,

由违反至纠正为一次 ) ; ③举手次

数 (含提间质疑与回答问题 )
厂

; ④打哈欠次

数
。

观察时
,

研究者坐在适宜的地方 (便于

观察 2名学生 )
,

不告诉教师与学生观 察 的

目的与项目
,

以保持观察结果的真实性
,

边

观察边在
一

F表内做记录、 凡出现观察项目的

现象
,

就记录一次 (画
“ 正 ” 字

,

以便于统

计 )
。

记录表如下 (表1 )
。

以上实例
,
是在教育教学的自然情境下

的观察
,
其设计是比较严密的

。

为了满足教育科研的需要
,

为了弥补原

有的观察法的局限性
,

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

宏庙小学开展的 《小学生全面发展教育实

验》 中
,

设计了
“
创设情境下的观察

” ,

对

学生的谦让精神
、

文明礼貌行为养成
、

劳动

技能等方面
,

进行了观察
,

效果是比较好的
。

表 1 课堂行为与表现观察记录表

学校 班级 观察人 日期

干扰学习

姿势变化
举 手 打哈欠

一…一…一……
-

一J—
例如

,

二年级实验班的 《十张电影票》

的观察
。

其研究 目的是
,

经过一 年 多 的教

育
,

学生在集体生活中是否有了谦让精神
,

今后应采取哪些教育对策
。

其研究方法
,

是

事件抽样观察法
,

事件是人为创设的
, 以便

观察到要观察的行为表现 (可见
,

研究者不

完全是被动地等待 )
。

研究对象是二年一班

全体学生
。

观察时间是某星期五下午第二节

班队活动 4 0分钟
。

具体过 程 是
: ①活 动 开

始
,

辅导员手持十张电影票
,

只说下面的指

导语
: “

这是老师送给我们中队的十张 电影

票
,

片名是 x x x x ,

电影很好看
;
我们有

5个小队
,

每个小 队分给两张票
,
请各小 队

开小队会讨论
,

决定把票分给谁 ; 明天下午

X 点这 10 名同学在校集合
, 一起去看这场电

影
。 ” ②分小队讨论 , 研究人员与教 师 共 5

人
,

分别参加各小队活动
,

只做
“
叙述式记

录
” ( 即记录讨论过程及每个学生的表现 )

,

不发言
,

不参与讨论和决定
。

③哪个小队讨

论完了
,

就可放学回家 , 4 0分钟内做不 出决

定的小队
,

辅导员参与讨论
,

引导该小队做

出决定 (在讨论中
,

有的小队仅用 10 分钟就

做出了决定 ; 有一个小队吵得厉害
, 4 0分钟

做不出决定
,

辅导员干预后才做出决定
,

一



个独生子为没分到
,

当场就大哭起来 )
。

④

观察后整理记录
,

写 出每个学生的表现
,

并

按
“ 主动谦让

” 、 “
可以谦让

” 、 “
服从决

议
” 、 “

不谦让” 的等级分类 , 次周上一节

思想品德课
,

表扬表现好的
,

对学生进行教

育引导
。

综上所述
,

观察法的设计应包含以下各

项内容
:

一
、

确定观察的目的 ,

二
、

确定观察的基本方法 ,

三
、

选择观察的对象 ,

四
、

确定观察的时间或事件
,

明确观察

项目的精确定义 ,

五
、

设计记录表格或记录手段和方法 ;

六
、

提出实施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

七
、

拟定观察后的统计分析办法
,

制订

观察后的教育措施
。

表 2 北京城区与所幼儿园师生

接触观察记录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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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统计分析工作

教育科学研究中观察法的运用
,

目的不

在于单纯地记录现象或事实
,

而是要科学地

解释这些现象或事实
,

为教育工作提供科学

依据
。

这就要求我们对从观察中得来的信息

进行准确的统计和科学的分析
。

例如
,

我们在幼小衔接研究项 目 中
,

5

名观察人员分别观察了北京城区 5所幼儿 园
,

每园一班
,

每班一天 (由幼儿入园至离园 )
。

观察的焦点是师生个别接触
,

将获得的数据

经过统计制表如下 (表 2)
。

从表 2的统计数据
,

我们做了如下分析
:

一
、

在师生个别接触中
,

学生主动发起

仅占总数的 27
.

7%
。

这说明我们的幼儿缺少

主动接触教师的积极性和能力
。

二
、

接触的性质
,

中性的最多
,

否定的

(即批评斥责 ) 次之
,

肯定的 ( 即 表 扬 鼓

励 ) 再次之
,
混合的 ( 即有表扬有批评 ) 最

少
。

这说明我们教师的工作不大注意坚持正

面教育的原则
,

对幼儿还不够尊重
,

反映出

教育思想不够端正 , 随之而来的是教育方法

的简单生硬
,

还不大会在鼓励表扬的前提下

提出教育要求
,
不讲究教育的艺术

。

由此也

可以找到幼儿缺少主动接触教师的积极性和

能力之原因
。

三
、

比较 5所园的情况
,

只 有C 园的 肯

定数多于否定数
,

这说明该班教师教育思想

比较端正
,

教法比较得当 , E园的总计次数

比其它 4园偏少
,

而且差别较大
,

这说 明 该

园该班教师比较忽略因材施教的原则
,

不大

重视个别教育
。

四
、

5所园中包括教育部 门
、

街 道
、

企

业办的幼儿园
,

`

办园水平包括好
、

中
、

差
。

我们认为
,

观察结果和分析
,

能够代表面上

的情况
,

有一定普遍意义
。

根据这样的分析
,

我们提供了提高认识

和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
。

统计与分析是观察法后期的重要工作
,

内容包括
:
认真地核实和整理观 察 到 的 材

料
,

确保数据和材料的真实性与系统性 , 珍

惜那些通过观察获得的信息
,

不要轻易地丢

掉一些有价值的材料 ; 用正 确 的 立 场
、

观

点
、

方法去分析获得的信息
,

注重从联系
、

原因
、

发展趋势等方面
,

去认识 事 物 的 本



质 , 通过分析
,

提出改进教育教学工作的合

理化建议
,

以推动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
,

促

进教育质量的提高
。

提高观察研究的科学性

_
一

观察法作为教育科研的一种方法
,

其本

身必须具备较强的科学性
。

为此
,

必须坚持

观察的客观性原则
,

就是要使观察所获得的

材料比较正确地反映客观事实
。

因此
,

下列

几点尤为重要
:

一
、

观察要在自然的
、

真实的状态下进

行
。

如前所述
,

观察可以在自然 情 境 下 进

行
,

也可以在创设情境下进行
。

创设情境必

一
丫 须是日常教育教学工作者可能发生的真实情

境
,

不能是脱离儿童生活的 虚 假 情 境
。

否

则
,

观察到的材料将失去可信性
。

在观察过程中
,

对被观察者不加任何扩
制

,

不加人为干涉
,

不加丝毫暗示
,

不让被

观察者知道气使他们像往常一样的 自然
,

不

紧张
,

不拘谨
,

不故作姿态
、

刻意表现
。

否

则
,

观察到的材料将失去真实性
。

二
、

要保证观察资料的一致性
。

对同一对象
、

同一事件的观察
,

不 同观

察者之间
,

或一个观察者的多次观察之间
,

_ 。
一 其结果应是大体一致的

。

一致程度高
,

就说

明所获得的观察资料是可靠的
。

例如
,

两位观察者在 20 次观察中
,

所得

的观察结果有18 次是相同的
,

两者间的一致

性的百分率是90 %
,

一致性较高 , 如果只有

1 2次相同
,

一致性的百分率只达 60 %
,

一致

性较低
。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
: ①培训观察人

员
,

重点是明确观察项目的精确定义和观察

0 记录的技术
,

避免误记漏记 , ②在正式观察

前
,

一定要做
“
预试

” ,

检验
“
预试

”
结果

的一致性
,

一致性较高了
,

才可正式进行观

察 ; ③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

增加观察人
.

员的

数量
,

增加观察的次数
,

以抵消因各种原因

造成的误差
,

但观察人员过多时
,

也会产生

一定的副作用
。

三
、

观察人员要保持客观态度
,

防止主

观偏见
。

观察人员总是依照 , 定的思想观点与理

论假设而进行观察活动的
。

在观察中要着重

观察哪些行为和现象
,

要忽略哪些行为和现

象
,

都是由研究的理论假设 来 确 定 的
。

然

而
,

这一定的思想观点与理论假设
’

,

会使观

察人员形成一种主观偏见
,

从而影响观察的

客观性
。

如符合自己想法的行为和现象就注

意到了
,

不符合自己想法的行为和现象就被

忽略了
。

又如观察人员对某些观察对象有好

感
,

对他们有一种特定的期望 , 对另一些观

察对象比较冷淡
,

总想从他们
,

身上挑出些毛

病
。

其结果
,

必然导致观察的误差
,

使所获

资料失真
。

观察人员在统计分析观察资料的时候
,

也容易重视那些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信息
,

忽

略那些与自己观点不完全一致的信息
,

排斥

那些证明自己观点有误的信息 ; 也容易囿于

自己的世界观
、

教育观和理论水平
,

对观察

资料做出片面的
、

错误的价值判断
,

从而影

响了分析的科学性
。

避免以上问题的办法是
: ①选择观察人

员要具备一定条件
,

思想修养
、

科研道德
、

理论水平当是首要的 , ②观察前 要 进 行 培

训
,

明确提出要防止的不良倾向
,

使观察人

员保持客观的态度和清醒的头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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