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对现代
社会科学积累的有益知识体系，运用的模型推演、数量分析等有效手段，我们也
可以用，而且应该好好用。”他还指出：“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撰写的《21 世纪
资本论》就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广泛讨论。 该书用翔实的数据证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不平等程度已经达到或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认为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
加剧了财富不平等现象，而且将继续恶化下去。 作者的分析主要是从分配领域
进行的，没有过多涉及更根本的所有制问题，但使用的方法、得出的结论值得深
思。 ”这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是很有针对性的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了辉煌成就，正在迈向教育强国的新征程，迫
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育研究。 为更好地服务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提高中国教育
研究水平，14 所大学的教育科学学院（部）长、32 家教育研究杂志主编、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和光明日报教育研究中心负责人，于 2017 年 1 月 14 日华东
师范大学举行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联席会议，共商加快教育研究发展、提高教育
研究质量之策。 大家一致认为，提升中国教育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必须加强教
育实证研究，促进研究范式转型。

实证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赞扬
“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
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
他们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报告， 提供了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宝贵材料。
马克思的《资本论》等著作就是实证研究的光辉范例。

实证研究是思想观念、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的有机统一。 纵观教育研究的发
展历史，实证研究是教育研究从经验走向科学的转折点，其重要成果是教育研
究学术深化的里程碑，为国家重大教育决策和国际教育理念更新提供了可靠支
撑，也为鉴别学术观点和教育理论的正误提供了根本保证。 实证研究既是一种
方法也是一种学风，毛泽东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
同样没有发言权”，强调的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独立思考、强调第一手资料、
强调学术规范的良好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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