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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论文首先介绍了准实验研究中的多种实验方法，按照实验对象将其分成单组实验和多组实验，并使用案例分析法

分析、介绍其在教育技术领域内的应用，接着论述了几种提高准实验研究效度的方法， 后，对准实验研究在教育技术领域中

的应用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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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技术中的研究方法主要可分为科学实证主义和人文

主义两种研究范畴，其中科学实证主义研究也称为实证主义

研究，实证主义研究的具体方法有实验研究法和调查研究法，

在实验研究中，又可按实验被试是否随机分组分为准实验研

究和真实验研究
[1]
。 

教育科学的研究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在实

际的社会情境中，不能用真实验研究的方法进行研究。从严

格意义上来说，教育实验只能是准实验
[2-3]

，因此在教育领域

内必然需要对准实验研究的方法做充分的研究和推广。与真

实验相比，两者 大的区别在于准实验对实验条件和变量的

控制水平比真实验低，因此，较易被广大教育研究者所掌握。

自从引入到教育技术领域后，准实验研究的方法就被广泛使

用，极大地促进了教育技术的发展。 

一 准实验研究的特点 

真实验的控制水平很高，操纵和测定变量很精确，但是

它对研究人员和被试的各方面要求较高，在操作上的困难较

大。准实验研究是指在无须随机安排被试时，运用原始群体，

在较为自然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处理的研究方法，控制水平较

低，比较容易实现和掌握
[4-5]

。下面将准实验研究和真实验研

究进行对比，说明准实验研究的特点： 

1 被试 

准实验研究不要求对被试进行随机安排，而使用原始的

被试群体，在接近现实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处理，控制水平较

低。而真实验要求对被试进行随机分组，并在“人工环境”

中进行实验，操纵和测定变量很精确，对实验控制水平很高。 

2 处理因素 

准实验研究的对象主要为不能与现实环境相脱离的因

素，或者与现实环境关系密切的因素，这些因素在真实验的

“人工环境”中也可进行研究，但会削弱实验结果对实践应

用的指导意义。 

3 效度 

内部效度方面，准实验研究利用原始组进行研究，缺少

随机组合，因此无法证明实验组是否为较大群体的随机样本，

另外其它因素也可能对被试群体起作用，所以研究结果需要

进一步分析以确定其普适性。外在效度方面，准实验研究低

于真实验研究。但是准实验研究没有过多的人工干预，实验

在接近自然情境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其外部效度优于真实

验研究。 

4 实验控制 

由于教育研究的特殊性，准实验研究对实验条件和变量

的控制都只能算是准控制，实验变量、实验对象、实验教师

和实验投入各方面的控制不同于真实验研究，较易被广大教

育工作者所掌握。 

二 准实验研究的几种常用方法分析 

准实验研究中的实验设计方法有多种，这些准实验设计

的方式、效度和控制水平有所不同。从准实验研究中多种实

验方法的特点和应用案例来看，准实验研究可以得出较为可

靠的研究结果，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6]
。下面按有无对照组对

常用的准实验设计方法进行分类，并结合若干应用案例介绍

其应用，表中符号“O”是指“测量”，下标是指测量的次序，

符号“X”指“实验处理”。 

1 单组实验 

（1）单组仅施后测准实验设计 

这种实验设计是指：一组被试经过某种处理以后，测量

其因变量，进而得出实验结论。这是 简单的实验方法，但

是可靠性也 低，因为尽管自变量和因变量可以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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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有前测、缺少比较组而无法做出较准确的因果推断，

因而这种实验方法很少被采用，也不建议采用。其实验设计

方法如表 1 所示： 

表 1 单组仅施后测准实验设计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X       O  

（2）单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 

这种实验设计是指：在进行前测后，对实验对象施加处

理，再测量因变量，对比前测、后测中的数据，进而得出结

论。与前一种实验设计相比，此设计多了一个前测，但是实

验仍然缺少对照组，且测量次数较少，无法肯定因变量的变

化是否由所施加的处理引起，因此，此方法也不常采用。其

实验设计方法如表 2 所示： 

表 2 单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O1      X       O2 

（3） 单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 

这种实验设计是指：将时间变量因素引入实验设计，在

一段时间内间隔地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行多次前测，对实验

组进行实验处理后，再进行多次后测， 后对实验结果进行

比较。实验采用回归方程来判断一系列前后测数据之间的关

系。其实验设计方法如表 3 所示： 

表 3 单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O1  O2  O3  O4    X      O5  O6  O7  O8 

单组实验只安排一被试组，没有对照组，实验以被试组

处理前和处理后的测量数据作为比较的依据。单组实验由于

缺少对照组而使得实验效度大大降低，因此建议采用多组实

验，如果现实条件不允许，则可考虑采用单组前测后测时间

序列准实验设计，或者修补法准实验设计，以提高实验效度。 

1 多组实验 

（1）多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 

这种设计中，将被试分为实验组和控制组，检验某种处

理产生的效果，其实验设计方法如表 4 所示。 

表 4 多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O1      X      O2 

控制组 O1             O2 
例 1：陕西师范大学在教育技术专业本科生的《教育技术

研究方法》这门课程的教学中采用 PBL 教学方法，并以该校

教育技术系 2000 级本科生一班和二班的全体同学为研究对

象，将其按行政班级分组进行准实验研究，研究内容为 PBL

教学方法的教学效果，这篇论文中对多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

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步骤说明
[7]
，其实验方案如图 1 所示。 

 

图 1 PBL 在本科生教学中的准实验研究及思考实验方案 

如果被试来自不同地区，则可采用“不同区组前测后测

准实验设计”。不同区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与多组前测后测

准实验设计的区别在于实验组是否来自不同的地域。例如《数

字化聚合环境中的课堂教学研究》中的实验对象就是来自 Z

学校和 F 学校的不同年级的学生
[8]
。实验对象来自不同区组，

这样的实验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实验数据更加可靠，提高

其研究成果的可推广性。 

（2）多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 

在多组前测后测准实验设计的基础上引入时间变量因

素，可以有一组或多组实验组，也可以有一个或多个处理，

具体情况要视研究问题而定，表 5 所示为两组实验组、分别

施加不同处理的条件下的准实验设计示意图。 

表 5 多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多处理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 1 O1 O2 O3 O4      X1        O5 O6 O7 O8 

实验组 2 O1 O2 O3 O4      X2        O5 O6 O7 O8 

控制组 O1 O2 O3 O4                 O5 O6 O7 O8 

例 2：华南师范大学的李有华设计的“基于电子学档的发

展性评价的准实验研究”验证基于电子学档的发展性评价的

实施策略和方法的有效性，以一个中学班级和一个小学班级

为研究对象，采用了多组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的方法进行研

究，在实验处理前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两次测量，在实

验处理后对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了三次测量，作为前测和后

测的数据
[9]
。其研究操作过程如图 2 所示： 

 

图 2 基于电子学档的发展性评价的准实验研究操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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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两个实验组来自不同的地区，称为不同区组前测

后测时间序列准实验设计。如果多个实验组或者实验组和控

制组来自同一个地区，则可称为多组前测后测时间序列准实

验设计。 

例 3：英国佩斯利大学的 Thomas M. Connolly 教授等人利

用准实验研究法，花了三年时间，利用多组前测后测时间序

列准实验设计研究在线学习和面对面授课在高等教育中的不

同效果
[10]

。 

（3）修补法准实验设计 

在有些情况下，研究者暂时找不到相似的实验组，则可

先对已有的实验组进行处理和后测，之后再寻找相似的实验

组，进行前测、处理和后测，对 O1和 O3、O2和 O3进行分析、

比较后得出实验结论。 

另一些需要采用修补法准实验设计的情况如：①没有多

余的实验对象可以作为控制组；②实验时间很紧，只能先进

行实验处理再做后测。修补法准实验设计如表 6 所示： 

表 6 修补法准实验设计 

 处理    后测    前测    处理    后测 

实验组1 X      O1 
实验组2 O2       X      O3 

三 提高准实验效度的方法 

准实验研究在低控制水平的条件下进行实验，其实验效

度问题历来被研究者所关注，在教育技术领域曾经围绕何克

抗教授的一个准实验研究有过讨论
[11-14]

。如何提高准实验研究

的效度是目前的一个关注热点。提高准实验研究效度的方法

有多种，除了采用多组实验，增加测验次数等方式之外，在

实验过程控制和实验结果处理上还有一些有效的方法： 

1 实验过程控制 

（1）挑选合适的教师 

实验处理通常由教师完成，因此，有时需要对教师进行

相关的专业培训，并挑选合适的教师参与实验研究。合适的

教师不一定要有很高的学科造诣，但要能保持研究的激情，

不会中途退出或者懈怠，并有扎实的进行实验研究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 

（2）避免“霍桑效应” 

“霍桑效应”是指实验组成员由于从日常团体中被挑选

出来加入实验组，感到自己受到了特殊的关注，于是在心理

和行为上都发生变化，这种虚假的效应会影响因变量的数值，

降低实验可信度，进而又影响实验效度。通常的解决办法是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的实验情况进行保密，在常态下进行准实

验研究，抑或在两地选取实验组和控制组。 

（3）避免“罗森塔尔效应” 

“罗森塔尔效应”是指课堂教学中教师对学生能力或行

为的信念影响其对学生的期望，而学生通过感受教师的热爱

和期望，变得更加自尊、自信、自强，从而使教师的期望变

成学生的现实表现
[15]

。为避免“罗森塔尔效应”，除了对参与

实验研究的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寻找实验研究能力较强的教

师之外，还可以安排研究小组之外的教师参与研究，负责对

实验组施加处理，他们不知道所进行的是一个实验研究，自

然可以降低此效应。 

2 实验结果处理 

（1）使用共变数分析方法 

准实验不对被试进行随机化处理，因此实验组与控制组

的多个方面会存在差异，影响实验效果的归因分析，使用教

育统计学中的“共变数分析”方法可以帮助降低甚至消除原

有的实验组与控制组的差异。 

共变数分析是一种统计程序，它把偏相关的原理推广到

方差分析，主要是用来消除两组或多组被试在前测或其它变

量方面的差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共变数分析比方差分析

具有更高的精确性，并且对于大多数样本初始状态不同的教

育实验，共变数分析是一种重要的统计方法，它可以使准实

验的研究结果更接近于真实验
[16]

。 

（2）注意循环形式问题 

有的时候，因变量的明显变化是属于循环性质的变化。

即在一段时间内，因变量的变化是呈循环形式的，有高低起

伏的变化，并不是由施加的处理所引起，注意到这种现象有

助于分析实验的处理和因变量的因果关系
[17]

。 

（3）注意基准线不稳定问题 

基准线本身不稳定也会影响实验结果分析。有些时候，

研究者会在情况发展到极致时为了采取对策而进行试验研

究，而根据随机涨落原理，颠覆之后便有回归的现象发生，

即不需要采取任何措施，因变量也会向巅峰值之前的方向变

化，这种变化同样不是由所施加的处理引起，或者所施加的

处理本身并有没有这么大的效应。 

避免循环形式和基准线不稳定的问题，除了对因变量和

实验处理进行更多的理论和数值分析外，更有效的是增加对

照组，如果已经做完先前部分的实验，则可采用修补法准实

验设计，以提高准实验研究的效度
[18]

。 

四 总结 

准实验研究降低了实验控制的难度，使实验研究和实践

间的跨度变小。同时，使用一些统计学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可

减少干扰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提高准实验研究的效度。

准实验研究符合教育研究的特性，其在教育技术领域的推广

和应用，将极大促进教育技术领域实验方法的发展和教育问

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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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nce, 411201, China) 

Abstract: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refers to teachers' pursueing of education rationality, perception, discernment and insight of 

education situation as well as the expression of educational morality character. The paper analyses practical wisdom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then proposes methods to upgrad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achers’ practical wisdom from in terms of Learning, 

Training, Dialogue, Reflection，Research and the Awakening of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nsciousne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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