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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常见问题与基本内涵
（一）常见问题

◼文献与课题不匹配

《乡土资源融入幼儿园美术教育的实践研究》：

罗恩菲尔德儿童艺术发展阶段理论、金德勒儿童

艺术发展图谱模式、文化对儿童艺术发展的影响

、社会环境对儿童艺术学习的驱动（维果斯基与
建构主义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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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简单罗列

《“儿童国学剧”促进幼儿社会性发展的
实践研究》：

我园教师一起收集有关国学儿童剧促进幼

儿社会性发展的文献如：《论儿童剧促进

幼儿社会性发展的价值》、《国学启蒙教

育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启示》、《如何开

展幼儿园国学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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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政策文件而缺乏学术文献

《STEM背景下幼儿 “玩转科学”项目的开发
与实施研究》：

《本科的科学、数学和工程教育》（美国，1986）

《美国竞争力计划》（2017）

《STEM2026》（美国）

《建立我们的工业战略绿皮书》（英国，2018）

《德累斯顿决议》（德国，2008）

《全民科学素养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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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献来说观点

缺乏研究结论

文献质量低

文献数量少

百度作为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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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内涵：
什么是文献综述？
综：

述：专门、全面、深入、系统的论述，指
出已有研究的发展趋势，存在不足等。

大量阅读、
综合分析、
归纳整理

全面把握、
形成逻辑



文献法的四个特点

历史性：是对“历史”的研究，只要先于研究者当前
的研究，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灵活性：不受时空限制，不用亲临现场，不受教育环
境、学校、工作计划，学生、教师、家长等等因素的
制约。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灵活安排。

继承性：前人研究成果的梳理。

创造性：根据自己的研究选题和研究需要，对先前的
文献进行重新组合，找出事物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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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在研究中的作用：

全面掌握所研究问题的情况，帮助选定课题和研
究方向（跨学科团队中的教师发展）

为研究提供科学的论证依据和研究方法

避免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效益

（英语单词抄写遍数和单词学习成绩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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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文献三条黄金法则：

厘清来龙去脉

突出选题价值

前人研究成果和我的研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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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的分类和来源

分类（信息资料的加工程度）：

 一次文献：直接从实践经验获取的（会议论文、学位论文、研究报
告等）

 二次文献：对一次文献的加工（书目、简介、文摘等）

 三次文献：在一、二次文献基础上经过分析得出的（综述、进展报
告、年度总结等）

来源：

 书籍

 期刊（杂志、学报、文摘及复印资料）

 报纸

 教育档案（年鉴、教育统计、教育法令集、学术会议文件、地方志
、学位论文等）

 专家咨询

 非文字资料（校舍、遗迹、绘画、歌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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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要求与基本阶段

（一）内容要求

比较和对照不同作者对同一问题的观点

持有相同结论的研究放在一起

留意观点间的分歧

突出经典研究（柯尔曼报告）

对方法论进行比较和批判

说明你的研究和以往研究之间的关系

总结文献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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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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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

分析和准备

资料搜索

资料加工

文
献
检
索



1.选题14

选题原则

（1）是否值得研究

创造性：研究内容新、研究视角新

◆ 中学生行为规范的研究

科学性：

◆ 利用气功提高学生智力的研究

◆ 洗头的频率与个人成就的相关研究

效益性（实践价值和理论价值）：

◆ 小学生穿运动鞋和穿皮鞋比例的调查研究

◆ 《指南》背景下幼儿园混龄早操的实践研究（有无抓
住实质）



(2）是否能够研究——可行性

◆ 农村中学教育综合改革的研究

◆ 开发幼儿大脑潜能的研究（基于

脑科学理论提升幼儿语言能力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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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题的表述：

例：智力落后和孤独症儿童早期干预模式与

实施方法的实验研究

一般来说，一个好的课题名称应当能够反映

出所研究课题的所有信息，研究对象、研究方

法、研究目标、内容甚至结果预期等。

最低要求：三大基本要素（研究的对象、内

容、方法）

例：基于培养学生创美能力加强艺术课程建

设的研究

（农村中学学生美术鉴赏力培养的教学案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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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和准备

明确资料搜集的要求和范围

主题词

作者

检索工具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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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料搜索

数据库：

◼中国知网

◼百度学术

检索方法：

顺查法

逆查法

跟踪法（引文查找法）

综合查找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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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索的基本要求：

全面检索（聚焦的研究与相关的研究、一致的研究
与矛盾的研究、国内的研究与国外的研究）

认真细致（40年特别是10年内的文献，在争论与分
歧的分析中完善研究选题）

勤于积累（文摘卡、文件夹，形成个人的资料库）

善于思考

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好像蚂蚁，只会收集材料而不

会加工使用；经院哲学家就像蜘蛛那样，只会从肚子
里吐丝结网；真正的哲学家应当像蜜蜂那样，既能吸
收材料，又能消化加工。

——（英）培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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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料加工

剔除假材料、剔除重复的材料

根据研究任务评价资料的适用性（以研
究问题为中心）

慎重对待孤证材料

分类编排、形成目录（资料特别多）

区分出核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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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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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示：

找文献的过程中要找出代表性、科学性、可
靠性高文献，它直接影响文献综述的水平。

6-8；50

批判的阅读态度（是否每一篇都要仔细阅读

？报告的各部分是否协调？是否已经充分表

达？结论是否符合情理？研究方法与研究课
题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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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表达与基本规范

结构（分类陈述法）

概念、原因分析、研究、实践、结论

（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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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困生研究综述

一、学困（学习困难）的界定

二、关于学困原因的研究

 T1：学困由神经系统的缺陷所致，即对视听
感觉通道信息进行加工时产生冲突引起的

 T2：注意力缺乏理论，不能集中注意导致学
业成绩不佳

 T3：学习动机水平低所致，被动学习，将失
败归因于自身，将成功归因于外因

 T4：信息加工过程不畅，信息编码、存储、
提取中出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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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困的实证研究

1.记忆研究

2.元认知研究

3.注意缺陷研究

4.行为障碍研究

5.社会认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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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困的矫正模式

1.教育学矫正模式

辅导班、多重感觉教学模式、扮演教师角色模式、直
接指导模式、学习环境控制模式、电脑辅助模式

2.心理学矫正模式

“视觉-运动配合”矫正模式：使视觉和运动协调统
一起来。

行为矫正模式：对良好行为的正强化（表扬），对困
难行为的负强化

认知矫正模式：对认知方式、认知过程的矫正

五、文献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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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陈述法

时间顺序法：按照事物发生的时间
先后顺序。（用于描述事物发展顺
序）

比较分析法：比较文献之间的不同
点，主要分歧所在。（用于寻找研
究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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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字数（论文中占10%的篇幅）



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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