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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立项课题统计（按研究类型）

教育决策咨询
研究

教育基础理论
研究

教育教学实践
研究

合计

优先关注课题或重大
课题

3（27.3%） 3+1（26.7%） 7（3.1%） 14（5.6%）

重点课题 3（27.3%） 4（26.7%） 23（10.2%） 30（11.9%）

青年专项课题 4（36.4%） 4（26.7%） 17（7.5%） 25（9.9%）

一般课题 1（9.0%） 3（20.0%） 129（57.1%） 133（52.8%）

校本研究专项或单位
资助校本研究专项

0(0%) 0(0%) 15+35（22.1%） 50（19.8%）

合计 11（4.4%） 15（5.9%） 226（89.7%） 252（100%）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立项课题统计（按研究领域）

学生发展研究 教育资源配置与效益
研究

教育人才队伍建设研究

优先关注课题或重大课题 1（2.7%） 4（40%） 2（14.3%）

重点课题 3（8.1%） 1（10%） 5（35.7%）

青年专项课题 5（13.5%） 1（10%） 2（14.3%）

一般课题 18（50%） 3（30%） 4（28.6%）

校本研究专项或单位资助
校本研究专项

5+4(24.3%) 0+1(10%) 0+1（7.1%）

合计 36（14.3%） 10（3.9%） 14（5.6%）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立项课题统计（按研究领域）

教育宏观战略
与政策研究

课程、教学、
评价改革研究

传统文化教育与
德育研究

优先关注课题或重
大课题

0+1（50%） 4（2.8%） 0（0%）

重点课题 0（0%） 13（9.0%） 4（19.0%）

青年专项课题 1（50%） 12（8.3%） 1（4.8%）

一般课题 0（0%） 88（61.1%） 9（42.9%）

校本研究专项或单
位资助校本研究专
项

0(0%) 8+19(18.8%) 1+6（33.3%）

合计 2(0.8%) 144(57.1%） 21（8.3%）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年度立项课题统计（按研究领域）

生态文明教育
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研究

教育信息化研究 教育治理体系
研究

教育基本理论与
国际比较研究

优先关注课题或重
大课题

2（22.2%） 0（0%） 0（0%） 0（0%）

重点课题 1（11.1%） 2(18.2%） 0（0%） 1（33.3%）

青年专项课题 1（11.1%） 2（18.2%） 0（0%） 0（0%）

一般课题 3（33.3%） 6（54.5%） 0（0%） 2（66.7%）

校本研究专项或单
位资助校本研究专
项

0+2（22.2%） 0+1（9.1%） 1+1（100%） 0（0%）

合计 9（3.6%） 11（4.4%） 2（0.8%） 3（1.2%）



课题开题报告的组织与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

课题申请书中的课题设计论证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开题报告的组织与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

 问题的提出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的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示例2：“211工程”高校科研生产率动态变化评估



课题开题报告的组织与定量研究方法的选择

 文献综述

 示例1：“电子书包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综述

 示例2：企业白领工作流动的个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视角

 示例3：省内财政分权度对县级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据

的分析

 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

开题报告的质量评价



课题申请书中的课题设计论证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申请书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重点）项目

 2016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论证活页（其他类别）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大课题申请书
——课题设计论证

 表7 本课题选题的意义和价值 ……………………………………（ ）

 表8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 ）

 表9 总体框架、预期目标和基本内容 ……………………………（ ）

 表10 子课题结构和主要内容 …………………………………… （ ）

 表11 本课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及可行性分析 ……………… （ ）

 表12 本课题拟突破的重点难点及主要创新点和特色 ………… （ ）

 表13 本课题中外主要参考文献和研究资料 …………………… （ ）



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大（重点）项目

 三、课题设计论证

 表4.研究状况和选题价值…………………………………………（）

 表5.总体框架和预期目标…………………………………………（）

 表6.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表7.重点难点和创新之处…………………………………………（）

 表8.子课题结构和主要内容………………………………………（）

 表9.参考文献和研究资料…………………………………………（）

 四、研究计划

 表10.研究进度和任务分工…… …………………………………（）



2016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论证活页（其他类别）

 本表参照以下提纲撰写，要求逻辑清晰，主题突出，层次分明，内容翔实，

排版清晰。除“研究基础”外，本表与《申请书》表四内容一致，总字数不

超过7000字。

 1. [选题依据]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本课题相对于已有

研究的独到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等。

 2.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总体框架、重点难点、主要目标等。

 3 .[思路方法]  本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具体研究方法、研究计划及其可行性

等。 研究什么？
为什么要研究这个主题？
怎么研究？



2016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论证活页(其他类别)

 4．[创新之处]  在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研究方法等方面的特色和创新。

 5．[预期成果]  成果形式、使用去向及预期社会效益等。

 6．[研究基础]  课题负责人前期相关研究成果、核心观点等。

 7．[参考文献]  开展本课题研究的主要中外参考文献。

研究的特色或创新点是什么?
研究产出是什么?预期产出的学术影响或社会
效益怎样?
由谁来完成研究？为什么说他们能够胜任该
研究？
开展该研究已有哪些文献积累？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报告格式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特别委

托、重大（重点、校本研究专项、青年专项、一般）课

题结题鉴定材料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全 国 教 育 科 学 规 划 课 题
开 题 报 告(2010年12月)

 开题活动提示：
 开题主要研讨课题研究的可行性，重在清思、聚焦和分工。 开题活动建
议由省级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或直属单位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组织
实施，并尽可能向社会开放。

 一、开题活动简况：开题时间、地点、主持人、评议专家（课题组外专家，
专家应不少于2人）、参与人员等。

 二、开题报告要点：题目、内容、方法、组织、分工、进度、经费分配、
预期成果等，要求具体明确、可操作，限5000字左右，（可加页）。

 三、专家评议要点：侧重于对课题组汇报要点逐项进行可行性评估，并提
出意见和建议，限1000字左右。



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特别委托、重大
（重点、校本研究专项、青年专项、一般）课题结题鉴定材料

 （三）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开题报告……………………………  （）

 （四）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期检查表及中期报告…………… （）

 （五） 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结题鉴定申请书（2011年6月修订） （）

 （六） 课题成果公报………………………………………………………  （）

 （七） 成果主件（专著或研究总报告） …………… …   （）

 （八） 研究工作总结…………………………………    （）

 （十二）公开发表的论文（附所发表刊物的封皮、目录页及论文全文）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1.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问题

 1.3 研究价值与意义

 2.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2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2.3 研究述评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3.研究设计与方法

 3.1 研究目的(假设）

 3.2 研究内容与分析框架

 3.3 研究方法与工具编制

 主要参考文献



课题开题报告的结构

 附录1:研究报告大纲

 前三章与上面相同

 研究发现(依据研究内容分成若干章)

 主要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论与讨论

 政策性建议

 研究创新与局限

 研究展望

 附录2: 研究计划(按年月的研究进展:时间段、任务、人员）









问题的提出

 1.1 研究背景（政策背景、现实需求、学术背景）

 1.2 研究问题

 1.3 研究价值和意义（理论与实践意义）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电子书包

 2001年10月，北京某公司研发生产的“绿色电子书包”通过

教育部电教办专家认证。经过10多年的发展，电子书包已经发

展成为一个服务于教与学的数字化系统，包括个人电子终端和

网络学习资源，贯穿于预习、上课、作业、辅导、评测等各个

环节，覆盖课前、课中、课后学习环境的数字化教与学系统。



电子书包系统
-数字化的教与学服务系统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研究背景

 政策背景与现实需求：

 在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提出的“加快信息化进程”以及《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
（2011-2020）》中提出的“建设智能化教学环境，推进信息技术
与教育融合”的政策指引下(政策背景），电子书包作为更新传统教
材形式的先进工具，近年来受到国内外教育行业的持续关注。新加
坡、韩国、美国等国较早启动电子书包的应用研究，国内台湾和香
港紧随其后。近两年上海、深圳、宁波等多个省、市也都相继在中
小学推行电子书包的试点工作。可以说，电子书包的开发与应用已
经具备了良好的政策背景与现实条件（现实需求）。



 学术背景：

 尽管在理论上来看，电子书包能够实现众多教育理念，具有很

好的发展前景，但至今没有关于电子书包的学习资源设计、应

用效果及对学生学习心理和学习方式影响的科学的研究报告，

如何有效利用电子书包所提供“硬”的终端设备与“软”的学

习资源，实现智能学习环境下教学模式的创新，促进有效学习，

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有关电子书包的探索仍处

于起步阶段。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研究背景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通过准实验研究，评估采用电子书包开展课堂教学的效

果，并考察哪些因素会影响这种新的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以

期为更加有效地利用电子书包所提供“硬”的终端设备与“软”

的学习资源，实现智能学习环境下教学模式的创新，提升教学

效果提供可靠的参考依据。



示例1：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研究意义

理论意义：本研究拟在梳理电子书包发展历程和相关文献述评的

基础上，对电子书包的结构、教学功能和媒体特征展开分析，

将会丰富电子书包相关理论的研究成果。

实践意义：基于准实验研究结果，探查电子书包的终端设备配置

以及学习资源库的使用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学习能力的

作用，从而引导教师更加有效地利用电子书包的功能，切实提

升教学效果。







文献综述

 如何查找关键文献

 如何研读文献

 如何组织文献综述

 “电子书包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综述

 企业白领工作流动的个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视角

 省内财政分权度对县级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

据的分析



文献综述

 美国《教育心理学期刊》编辑居尔•勒温（Joel Levin）和黑姆•马

歇尔（Hermione Marshall）

“如想使研究有实质性的贡献，必须把它建立在该领域充分翔实

的知识基础之上，而且在文章的导言中必须反映出这些知识……不

幸的是，我们有时收到一些调查人员所写的报告，他们的报告完全

建立在前人的，而且是已经过时的研究上。我们有时还会收到一些

研究者的手稿，而这些研究者无视该领域的最新动向，因而文章审

稿者常常质疑为什么要进行这种研究，最后文章也就被拒绝发表

了。”



查找关键文献： 核心期刊、知名学者、引用率高的文章



如果属于新研究领域，可按照主题检索



按照篇名检索，并挑选被引率、下载量高的文献



如果文献过多，采用“高级检索”方式



研读文献

 人们对该问题进行过研究吗？

 如果有研究，他们是如何研究的？研究方法与研究问题是否契

合？取样是否适当？结果解释是否合理？结论是否正确？

 自己能在此方面做出什么贡献？

 与其他人所采用的研究方法相比，我意欲采用哪些研究方法、

研究手段？这些方法和手段是否比他们的更恰当？

 在研读文献中最后确立需要研究的具体问题，并初步确定研究

思路与方法。





















文献综述的组织

 核心概念的界定

 分解研究主题，介绍各主题所发表的每一项关键成果（研究问题、研

究思路及结论）；

 综合评述前人的研究成果（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及局限

性，提出本研究的问题及研究思路）。

 “电子书包使用意向影响因素研究”的文献综述

 企业白领工作流动的个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视角

 省内财政分权度对县级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分析









企业白领工作流动的个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视角
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白领和工作流动

二、工作流动相关理论：特殊培训理论 ；工作匹配理论；工作搜寻理论

三、工作流动已有的研究
1、对工作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1）企业和行业的特征（2）企业工龄和劳动力市场经历（3）工资收入或者工作声望（4）

劳

动力市场状况（5）教育（6）性别和年龄特征

2、对工作获得的研究

3、工作流动后的收入影响的研究

（1）主动的工作流动（辞职）

（2）被动的工作流动（解雇）

（3）工作流动收入变化的解释



企业白领工作流动的个案研究——劳动经济学的视角
文献综述

四、白领工作流动的研究

五、对已有研究的述评

……(已有研究的问题、结论、方法及存在的局限）

本文将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更加深入的揭示白领工作流动的整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心理的变化，他们的抉择等等。通过个

案研究，能够更加深入了解他们工作流动的中的细节，包括流动的原因、

流动前状况、流动的方式、流动的工作搜寻到流动后变化（收入和职业发

展）等，以及揭示在这整个流动的过程中的影响的因素，这是本文所要回

答的问题。



省内财政分权度对县级城乡教育差距的影响
——基于浙江省数据的分析 文献综述

1. 全国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现状研究

 1）城乡差异大，且在继续扩大；

 2）存在城乡差异，但在逐步缩小

 2. 区域间城乡教育投入差距研究

 1） 区域间城乡教育差距呈现“阶梯递减”

 2）区域间城乡教育投入呈现“中部凹陷”

 3. 关于省内城乡教育投入差距研究

 1）省内城乡教育投入差距明显

 2）省内城乡差距缩小

 4. 城乡教育差距存在原因研究

 5. 政策建议研究

学者们测算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采用的指标大致可以
分为两种：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多数得出我国城乡教
育经费投入在不断扩大的学者是基于2003年我国实行义
务教育保障新机制以前的数据得出结论的。而认为城乡
教育经费投入差距在缩小的学者所使用的数据较新。

不同于对全国范围城乡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分析，对区
域间城乡教育差距的分析出现了通过比较不同地区或省
份农村生均经费的基尼系数的方式；已有研究发现，无
论从经费投入总量还是从教育质量保障角度，生均教育
经费都可能存在着“中部凹陷”现象。

对于省内教育经费投入差距的分析，学者们采用的测量
手段仍以单变量为主。与前两类研究所不同是，该类研
究出现了极差、极差率以及基尼系数等测量指标；国家
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管理体制的现实因素的制约，
在具体单个省的范围内研究教育投入和城乡教育教育均
衡之间关系的问题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

虽然学者们对于城乡教育经费投入的差异原因基本上归
结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教育财政管理
体制问题以及以城市为中心的教育政策取向，但是不同
学者对于究竟哪个因素是造成城乡教育差距的最主要的
因素的观点是不一致的。



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

 实证研究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

 研究设计的任务

 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以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

究为例

 定义研究问题

 选择研究方法

 调查工具的编制

 定量分析方法简介



实证研究已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2016/6/22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全国教育科学规
划办公室、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于2015年10月17-18日在上海召
开了全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加强实证研
究是提高教育科学研究水平、更好地发挥教育研究探索真理、咨政
育人作用的迫切要求，大力开发教育数据是加强实证研究的必要前
提。

 “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

 通过基于证据的科学决策，提高政府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大数据时代教育研究的趋势：用数据来描述现象，用模型解释变化，

用理论分析原因，用实证建言政策。 —岳昌君



作为教育研究者，我们要做好什么准备？

2016/6/22

 提高教育研究水平，需要增强获取、开发、利用数据的能力。

 《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报》、《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公报》、《中国教育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等等

 http://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C

HN&treshold=10&topic=EO

http://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CHN&treshold=10&topic=EO�
http://gpseducation.oecd.org/CountryProfile?primaryCountry=CHN&treshold=10&topic=EO�


2016/6/22



由OECD Education GPS网站链接到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016/6/22



定量研究方法：数学建模法、运筹学方法、统计分析方法、测量学方法、计量

经济学方法等

定性研究方法包括：哲学研究方法（演绎逻辑法、归纳逻辑法；概念分析法、

现象学方法）、历史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理论

分析、阐释学、系统分析法等）、质性研究方法（如叙事研究、人种志、生

活日志、阐释学）等

社会学研究方法还包括：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如调查法、观察法、实验法、测

量法、统计分析等）

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



中国社会学研究的著名学者谢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
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16/6/22

 Brand, J. E. and Y. Xie (2010). "Who benefits most from college? 
Evidence for negative selection in heterogeneous economic 
returns to higher edu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5(2): 

273-302.

 谢宇将密西根大学社会学教授邓肯和自己的思想归为人口学流

派，并取名为“实用经验主义”。经验指以收集资料为基础，

实用指能使说法很有说服力。

 量化社会学：价值中立、充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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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ing and clearing the data

datan

data1
data2

Conclusions

hypothesis2 

hypothesis1

hypothesis ntesting

testingtesting

Fig. Research Process 



选择什么样的研究问题？

如何收集数据？

如何分析数据？

如何呈现数据？

研究设计



研究设计的任务

呈现数据

厘清概念或变量间关系 设计分析框架 提供报告或论文结构

分析数据

变量定义 清洗数据的方法 计量方法的选择

收集数据

厘清所需要的信息 设计采集数据的工具 明确收集数据的方法与过程

问题选择

确立研究主题 明确研究问题及研究假设 细化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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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与方法选择

一、确定研究问题及概念体系

（确定研究问题及研究对象、研究假设或概念框架）

二、明确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手段

如何开展研究，定量研究还是定性研究？还是两者结合？
针对具体问题采用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实验设
计、抽样方案等。



 研究对象：

引入电子书包教学的（某学科）课堂教学

 研究变量：

是否采用电子书包；教学效果(学业成绩、学习兴趣）

 研究假设（变量间的关系）：

采用电子书包开展教学，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业成绩；

采用电子书包开展教学，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1、定义研究问题
-电子书包引入课堂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描述性研究（descriptive research)

 相关研究(associational research)

 比较研究(comparative research)

 随机实验研究(randomized experimental research)

 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定量研究设计类型



 主要采用准实验研究评估电子书包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效应，此外，

通过描述性分析和比较分析考察引入与未引入电子书包到课堂教

学的教学效果状况及差异性。

 准实验设计：

 某年度某市4所小学参与电子书包进课堂的试点项目，三年级、

六年级分别有一半的班级参与此项目，一半的班级（对照组）未

参与此项目。

2.研究方法



准实验设计

实验组

前测

（年初）

后测

（年末）

对照组

前测

（年初）

后测

（年末）



2.研究方法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自对这4所小学三年级、六年级学生及数学、语

文教师的问卷调查，以及这两个年级学生数学、语文统考成绩

（引入电子书包前的年初调查及统考及引入电子书包后的年末调

查及统考）。



 数据分析方法

（1）采用描述性统计考察电子书包进入课堂教学后学生学习兴

趣、学业成绩的变化（年初学习兴趣调查及测试分数均值与年末

学习兴趣调查及测试分数均值）。

（2）采用参数检验（如T-test)考察参与电子书包项目的学生

学习兴趣、学业成绩与未参与该项目的学生学习兴趣、学业成绩

（年末）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采用T-test考察参与电子书包项

目前与参与后的学生学习兴趣、学业成绩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2.研究方法



（3）拟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电子书包对教学效果的影响效应。

 因变量：

 教学效果（学生年末数学成绩mathscore、语文成绩langscore；数学

学习兴趣mathint、语文学习兴趣langint ）

 核心解释变量 （interest variable)：

 是否引入电子书包(ebook)

 控制变量：学生性别(gender)、学生家庭社会经济背景(ESCS)、学习

动机(mot)、教师教学方式（teasty)、教师教龄(exp)、教师职称

(title)、教师学历(edu)、是否参加过电子书包项目培训（train)

2.研究方法

εββββ +++++= ikkiii xxxy ...22110



三年级 八年级

指标 语文 数学 语文 数学 英语 科学

内部动机 23.215*** 19.857*** 18.616*** 15.276*** 17.394*** 14.784***

外部动机 -10.709*** -7.283*** -11.346*** -7.909*** -7.018*** -9.049***

学习方法 27.414*** 22.022*** 26.508*** 26.737*** 21.779*** 23.437***

学习压力 -2.001 -3.419** -6.75** -22.805*** -11.6*** -13.781***

学习自信心 28.466*** 22.526*** 19.217*** 19.713*** 17.278*** 16.271***

学习动机、学习压力等对学生学业成绩的影响



3.调查工具的编制

 学生问卷

基本信息（性别、年龄、ESCS)、学习兴趣、学习动机、数学

和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式

 教师问卷

性别、年龄、教龄、职称、第一学历、最后学历、是否参加

过该项目培训



3.调查工具的编制

 学生问卷的编制

基本信息（性别、年龄、ESCS)、学习兴趣、学习动机、数学

和语文教师的教学方式

 参考重要学生成绩测试项目的问卷编制（PISA、TIMSS等）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Study（TIMSS)，“国际数学科学趋势研究”

 从2003年开始每4年一轮，针对四年级、八年级学生



PISA项目概述

 PISA (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是OECD发起并组织实施的国际学生评价项目，该评价的目

的是建立常规的、可靠的、与政策相关的学生成就评价指标，

帮助各国政府和决策者评价和监控国家的教育体系。

 PISA以刚刚完成义务教育的15岁学生为对象，对比和评价他们

进入社会所需掌握的基本技能和知识的程度，迎接未来挑战的

能力，恰当地分析、推理和交流等终身学习所需的素养。



数学学习兴趣与动机（PISA2012学生问卷）

关于数学学习，对于下列表述你的同意程
度：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
同意

1.我享受阅读关于数学的东西。 4 3 2 1
2.在数学方面做出努力很值得，因为对于
我以后想做的工作会有帮助。

4 3 2 1

3.我很期待数学课程。 4 3 2 1
4.我做数学是因为我很享受。 4 3 2 1
5.学习数学很值得因为它将会改善我的职
业前景。

4 3 2 1

6.我对数学学习中的东西很感兴趣。 4 3 2 1
7.数学对于我来说是门很重要的学科因为
我以后的学习需要它。

4 3 2 1

8.我将从数学中学习很多对找工作有帮助
的东西。

4 3 2 1



ESCS(家庭经济社会地位）指数

 父母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财富、家庭教育资源、家庭文化

资源等综合指数

















教师教学方式

关于课堂教学，对于下列表述你的同意程度：非 常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
不同意

1.老师的讲解容易理解。 4 3 2 1

2.老师的讲解对我有吸引力。 4 3 2 1

3.老师引导我们讨论问题。 4 3 2 1

4.老师会鼓励我完成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 4 3 2 1

5.老师会给我们提出不同的学习任务。 4 3 2 1



定量分析方法简介

 综合指数

 相关分析

 T-test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综合指数—以师生关系指数为例

关于师生关系的表述
非常同
意 同意

不同意 非 常 不
同意

1.我能跟大多数老师相处好。 4√ 3 2 1

2.对于大多数任课老师，我都很喜欢。 4 3√ 2 1

3.大多数老师都是真的在听我所说的。 4 3√ 2 1

4.当我遇到困难时，会想到寻求老师的帮助。 4 3 2√ 1

5.大多数老师都对我公平。 4 3 2√ 1

6.大多数老师经常鼓励我。 4 3√ 2 1

7.多数老师经常分配我为班里做事情。 4 3 2√ 1

8.多数老师允许我们有不同见解。 4 3√ 2 1



综合指数—以师生关系指数为例

 1.计算每位学生在8个题项上的平均得分。

 2.统计某学校（或某年级、某班）学生平均得分在3分及以上

的百分比。（频数分析）



综合指数的使用--以师生关系指数为例

 比较不同学校（或年级、班级）的师生关系。

 考察师生关系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散点图、相关系数、

回归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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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指数的使用--以师生关系指数为例





相关分析：以师生关系与学生平均成绩为例





数字星球教学系统应用对学生学业成绩影响的对比实验研究

结果分析
题目

对照班级 实验班级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第一大题

1 50.00% 100.00% 46.00% 100.00%
2 80.00% 100.00% 80.00% 100.00%
3 52.00% 96.00% 56.00% 96.00%

4 60.00% 80.00% 64.00% 84.00%

5 74.00% 90.00% 70.00% 92.00%

6 68.00% 84.00% 66.00% 88.00%

7 30.00% 88.00% 32.00% 88.00%

8 78.00% 94.00% 80.00% 100.00%

9 44.00% 100.00% 44.00% 100.00%

10 76.00% 76.00% 80.00% 90.00%

第二大题
1 26.00% 64.00% 28.00% 94.00%

2 42.00% 78.00% 44.00% 98.00%

平均正确率 56.67% 87.50% 57.50% 94.17%

表5.1    世界的语言与宗教前后测试题正确率

综合题，考察
读图分析能力
和迁移能力

选择题，
考察基础
知识

提高了学生对地理事物空间分布的掌握和读图析图能力



班级 08-09学年度

第一学期

08-09学年度

第二学期

09-10学年度

第一学期

09-10学年度

第二学期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期中 期末 模拟
学业水平检

测

1(对照） 37.3 39.2 38.5 39.1 40.3 35.6 39.7 40.1

2

（实验）

36.7 38.3 38.7 41.3 41.7 40.5 42.1 44.6

3（对照） 38.7 37.4 38.1 40.2 39.7 36.7 38.2 41.2

4

（实验）

38.9 37.6 37.9 40.4 40.6 39.9 41.3 43.7

表5.4 两学年学生学业水平检测的结果

长期跟踪的结果证明，使用数字星球系统进行地理教学有助于学生学习成绩的
提高。



T-test：以电子书包课题教学效果评价为例

 使用与未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

（年末）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使用与未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语文

学习兴趣（年末）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实证分析结果

 使用与未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语文成绩

存在显著性差异，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

语文成绩显著高于未使用的班级学生成绩。

 使用与未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存在显

著性差异，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级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显著

高于未使用班级学生的数学兴趣；尽管使用电子书包教学的班

级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高于未使用班级学生的语文兴趣，但两

者差异不具有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电子书包引入课堂的教学效果的影响
研究为例







 问题的研究价值（理论：解释或预测；实践：指导性；政策依据；拓展学科

研究领域；对后续相关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参考）

 文献综述的质量（分主题间的关联性、系统性、原始性、权威性、批判性）

 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模型设定的依据、变量或样本与方法的契合、指标的测

量信度与效度）

 研究设计的合理性（问题或假设是否清晰、明确；研究问题、内容与研究主

题的关联度；理论框架的逻辑性；方法与问题的契合度；实验设计的科学性；

数据采集方案的可行性；测量工具的信度和效度、研究信度与效度）

 所列中外文献与研究主题的相关性

开题报告的质量评价



谢 谢！

祝您研究顺利！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胡咏梅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教授、博导

 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教育经济评论》副主编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得者

 huym0718@bnu.edu.cn Tel: 1355244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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