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进科研课题论证方法

选题是科研活动的起点
,

亦是科研成败

的关键
。

一般说来
,

提出课题比解决课题更

困难
。

选好课题的关键在于搞好课题论证
,

因此
,

探求一种科学的课题论证方法
,

是提

高课题管理水平的重要环节
。

我们在现有课

题论证方法的基础上
,

提出如下改进方法
:

1
。

确定论证的时间

可在每五年计划的初始年份对新开课题

进行论证
,

期中进行 中期测评
,

促进课题的

进展或变更
,

其它年份不需多 次重复论证
,

以免流于形式
。

当然
,

并不排除 以后对个别

新上课题的立题论证
。

2
.

考核立题文献资料的占有量

这是评估立题先进性
、

可行性和实用性

的重要指标
。

对选题的文献资料占有量的考

核
,

即对立题参考文献的信息源
、

信息量
、

信息时限的考核
,

由此把好课题论证关
。

3
。

完善论证的标准

我们在原有简易百分法的基础上
,

定出

新的课题论证百分定量法
。

按照 目标管理的

原则
,

根据优化组合
、

基础条件和课题内容

及前景预测等基本因子
,

运用权熏思想和要

素分解方法
,

分别赋予各安素权重分值和梯

度加权系数
,

由评审人员据此进行无记名打

分
。

具体方法是将评审内容划为三大部分八

个基本因于
。

第一部分
“
课题内容及成果预

侧
”
占6 0分

,

三个基本因子的单 项 赋 值 分

是
, “ 国内外科技现状及生产和社会需求

”

占2 0分 ; “
课题简要内容及技术 目标设计

”

占3 0分 ; “ 预 期 成果等级及社 会 经 济 效

益
”
占 10 分

。

第二部分
“
人员素质及组织状

况 ”
占30 分

,

其中
, “

课题主持 人 业 务 素

质
、

科研道德及组织能力
”
占20 分 ; “ 课题

一 4 4一

组人员情况
“

占 5 分; “

课题组组织状况
” :
片

5 分
。

第三部分
“
现有条件及研究基础

”
占

10 分
,

其中
, “

现有设备及试验地状况
” 占

5 分
; “

研究工作基础
”
占 5 分

。

每个因子设计 了四个等级的评定标准和

权衡尺度
,

其加权系 数 分 别 为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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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因子的得分是单项赋值分乘

以加权系数
,

全部项 目得分之和就是课题的

最后得分
。

采用上述办法需注意
:

①选 好 评 审 因

子
。

评审因子是课题论证的基本内容
。

②定

好评分标准和加权系数
。

这样才能才肛寸准确

地评定分数
,

提高科学性
。

③采用无记名打

分和个人回避政策
。

尽量排除或降低感情分

值
。

④提前做好材料准备
。

⑤质疑和答辩
。

评审人员可对课题有关问题进行质疑
,

山课

题主持人当场答辩
。

(王富兰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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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与探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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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经验水平的实验研究

在教育理论界流行一种看法
,

认为现有

的教育实验大多是经验型的
,

而不是科学型

的
,

因而
,

牵涉到经验研究的科 学 价 值 间

题
。

教育实验是一种综合性的科研方法
,

`

已

在积累事实材料时
,

需 用 观 察
、

谈 话
、

问

卷
、

诊断
、

测验和统计
、

乃至采用生理
、

心

理实验室的方法
,

它跟历史研究
、

描述研究

一样属于经验研究的方法
。

从实验研究的性

质
、

类型看
,

探索性的实验是以人为地干预

教学 教 育 过 程
,

按预定目的创设情境或改

变条件以取得一些规律性的经验为特征 ; 验

证性的实验是对 已取得的经验成果用再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