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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见解，认为作为民族教育研究的研究生，要研究自己熟悉、感兴趣且具有普世性的问题，理解并深化研究方法，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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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盛夏是高校师生最忙的季节，参加学位论文

开题答辩的研究生和导师更是如此。这一季很重要，

有些研究生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有些研究生刚刚开

题即将开始写作，有些研究生即将参与开题答辩。从

笔者近来参与的民族教育学论文开题和答辩来看，这

里边涉及的范围很广，人数众多，问题更多。有些问

题是即将从事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些问题是思维当

中的问题。集中在此谈一谈研究生们在论文开题与

答辩中共同的问题，这对研究生包括学位论文指导老

师都有一些参考价值。
一 开题答辩是研究生学习的重要环节

首先，五、六月的开题答辩是研究生学习生活中

的大事。以前农民在这个季节既要抢收豌豆、胡豆、
小麦等小春作物，又要抢种玉米、红薯当然还有早稻

和晚稻等大春作物。这个季节是农民最忙的时候，叫

“双抢”。这里借农事的“双抢”，目的是想说明研究

生们也有“双抢”，而“双抢”是很重要的学习。平常

上课，只能针对某一专业、某一问题谈，而开题答辩是

对所学东西的一次全方位的整合，非常重要。它不是

单一的东西，很多东西都会涉及到，针对论文题目本

身、研究方法、逻辑框架等进行全方位“诊断”。这个

“诊断”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人品和道德，也不是不尊

重研究生，而是谈他的学术问题，针对他的学术思维

与逻辑是否严密的问题。不是说他这个人好不好，而

是说他的工作做没做到家。不要偷换二者的概念。
思维严密是研究生做学问的基础。现在有许多评比，

比如优秀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硕博论文，不能说

它们完全一无是处，但很多是行政化的，是关系运作。
对于真正做学问的人来说，这种外部的评估有一些坏

处，比如盲评没有通过，甚至被否定，答辩投票少一

票，可能会影响到有些人的学习和生活。坦率地说，

我们许多研究生做得还不够，但严格地来说，真正的

标准在于自己内心，在研究生自己身上。作为研究生

首先应该问自己: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严密了没有? 千

万别依赖，有的学生劲头很足，来不来就问老师，这好

不好呢? 不能说不好，但常常是自己该思考的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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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在我看来，这是在逃避艰苦的思考。学习上最可

怕最大的敌人来自自己内心，心理上承受不起、输不

起。论文开题与答辩过程中，老师应该说真话，学生

也应该说真话，不能掺杂任何东西。开题答辩期间，

有些学生心情可能有些波动，甚至晚上睡不着觉，这

很正常; 有的学生反应过于强烈，有的学生反应一般，

甚至不太重视; 有些学生能够接受严厉的批评，有些

学生可能难以接受。“五个指头不能一样长”，由于每

一个人的背景和经历不一样，学习的基础不一样，反

应也就不一样。但是，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没有这

严格训练的经历，研究生学术能力是不可能提升的。
前面谈到了外部的评比，比如盲审没有通过，这

不完全是导师的责任，但也不能说导师完全没有责

任。特别是论文题目，有些题目明明不能做，导师没

有给学生说，这是导师的责任; 但导师说了学生没有

改，那是学生的责任。近年来，为提高毕业论文质量，

国家相关部门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比如，很多学

校以前盲评是两个不同意不能答辩，今后只要一个不

同意就不能答辩。有压力才有动力，笔者说这些，并

不是在为研究生们制造压抑的氛围，这些消息其实是

每一个研究生都应该知道的。
开题答辩这个季节非常重要，是学习中关键的时

刻，除非有重要的事情，全体学生必须参加。假如有

学生不来怎么办? 要求很简单，误一季，庄稼没有收

成，晚毕业一年。指导老师不可能管那些具体的事，

不可能守着学生读书，但学生读书有没有读进去，大

家是看得出来的。不要装给别人看，只有自己对自己

内在严格，才能真正发展，因为思维发展是看不见的，

但是当大家在谈某个学生的问题的时候，其他学生不

只是在听那个学生的问题，实际上也在想自己的问

题。可见，这是一个“内在对话”的过程，所以这个学

习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是研究生学习中的重要环节。
此外，研究生学习不能因外部因素而降低标准。

有些研究生的身体成问题，身体不好又急着要毕业。
这不是等于说: 老师你放宽尺度，我身体不好，事情又

多，可怜可怜我。可是这不是一回事。身体不好，可

以调养嘛，又没有人逼你。在美国，比如美国旧金山

艺术大学艺术学专业，论文开题淘汰率达到 98%。他

们的开题答辩，一个学生一个上午，没有观众，开题答

辩老师翻来覆去地问诸多问题，直到开题答辩的学生

让所有开题老师满意为止。如果说折腾，他们就是折

腾。他们的开题通过率 2%，可以说通过率是极低的。
而且学习年限一般都是五年以上，名誉上是硕士，实

质上是博士。那是另外一套学位制度，这里不多谈。
如果平常有事就休学，下一次再来。所以他们的质量

好，一说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工作不愁，抢着要，工资

也特别高。可以说，人家学校声誉特别好，师生都在

为学校声誉负责。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教育满足于

网上评估，满足于学校排名。
总之，开题答辩是研究生学习生活中的大事。研

究生学习不是被动性、强制性的引导，而是一个学习

者主动建构的过程。这是一个“通过唤醒而建立成长

者的主体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习者是主体，

对学习负主要责任。作为研究生要认真学习，反复讨

论，对自己负责，没有必要装样子。一个学生在打球，

可能是在想其他问题。想不需要任何形式。只有在

电影里，用一个个烟头，烟雾缭绕表示在想，但那是抽

烟，不是想; 如果表示流泪，用的玻璃窗雨水哗啦哗

啦，这是艺术手法; 表现内在的想法，只好借助于外在

事物。其实，每一个人想的不一样。所以，对于研究

生来说，要对自己负责，要积极主动，认真把自己的问

题剔除，“自己伤疤自己先清洗干净”，不要总是等别

人来说。
二 如何提升民族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

作为民族教育研究，开题中最多最容易出现的问

题是什么呢? 由于研究的是教育问题，特别是民族教

育问题，强调田野研究( fieldwork) 。总想找个独特的

东西，但以前的研究生找过了，于是就像一只鸡，这里

抓一抓，那里刨一刨。本来找个独特的东西没有错，

但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不知道什么是独特，追求

形式上的独特，看起来独特，实际上不独特; 二是浅尝

辄止，找一个问题，却没有深入下去。许多学生在开

题陈述的时候，许多陈述基本靠不住; 许多学生没有

基本的问题，也就没有基本的逻辑起点，建筑在上面

的大楼成为了海市蜃楼。学生对研究问题不了解，以

至于参加开题的老师听了他的陈述，找不出问题与材

料之间的逻辑联系。于是，老师只能问一些最基本的

问题。对研究问题不熟悉，这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

熟悉的东西怎么研究，怎么研究得比别人强，怎么超

过前人。所以，一定要研究自己熟悉的东西，自己感

兴趣的东西，自己对之有所冲动的东西。
( 一) 对研究问题的熟悉问题

研究生的学位论文不能应付也不应应付，应付当

然通不过。对自己都是应付，难道老师还看不出来?

在开题答辩中，有的学生可能重新做，有的学生开题

通过。即使通过了的同学，很多同学也是勉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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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老师发了善心，那一刀不忍心硬砍，砍不下

去，怕砍得“血肉横飞”。可是，那是另外一件事啊，不

能因为这些因素而降低标准。明知是错的，老师还不

指出来; 如果老师真是这样，那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
现在许多老师稀里糊涂，许多学生内在标准缺失，才

导致外部行政来管，行政部门管只能按程序来管，所

以才出现许多问题。
面对问题的不熟悉，研究生怎么办呢? 勤能补

拙，多跑多调查可能是最好的出路。许多研究生入学

的时候，口口声声说: 研究生生活这几年全拿来读书。
读书期间却冒出那么多的事情来。既然如此，去做那

些事情去吧，何必念书呢? 既然安排了自己生命中的

几年来读书，其他紧急突发的事件每个人都有可能发

生，这些事情也不可能是三天两头的。本来学习是无

忧无虑的，却时常掺杂许多关系，掺杂了许多外部的

因素。我们中国学术受到了许多事情的牵制。难道

美国的学生读书不辛苦啊? 租房屋、交学费，而且很

昂贵，还自己煮饭吃，但这些东西不能拿到学校里去，

老师也不可能因此降低学习标准。学生学习好，争取

奖学金，学习不好，又想提前毕业，哪有这样的事情?

一句话，一定要研究自己熟悉的东西，怎么熟悉呢?

1．弄清事实的来龙去脉

首先要 把 来 龙 去 脉 搞 清 楚，把 英 文 里 常 说 的

“what”( 是什么) 弄清楚。许多学生没有把事情搞清

楚就乱开黄腔。很多老师，甚至连外行都听得出来。
这个事情自己都不清楚怎么研究。比如以前有女生

想研究白族的舞蹈教育。开题老师问她，跳舞吗，她

说不跳; 老师问她读过舞蹈方面的什么书，她说基本

上没有。舞蹈的语汇、舞蹈的节奏、舞蹈的基本功是

起码的要求。因为她是要研究舞蹈，不是看人家跳

舞，不是把舞蹈稀奇地记下来，拍摄下来，空对空地说

几句，这个动作是在种庄稼，那个动作是在打猎。这

不是研究，这是简单的描述，甚至连描述都没有描全。
很多学生把采风式的、旅游式的当做研究。这是研究

中的一大问题。弄清现象背后的事实是我们做研究

的基础，这些事实是隐在研究者背后的，甚至不用研

究者自己讲出来，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研究者要了解

得比别人多，才谈得上进入了研究。比如研究民族音

乐教育，研究者要懂得音乐，音乐的调式、曲式、和弦，

这不是流行音乐，不是在卡拉 ok 里哼几句。比如白

族音乐有什么特点，怎么分类。民族音乐是极其宽泛

的领域。比如听《刘三姐》就别以为是在了解和研究

壮族山歌了。《刘三姐》不是纯壮族山歌，是艺术家改

造过的山歌。再比如藏族山歌，不是韩红唱的歌，甚

至不是才旦卓玛唱的山歌，藏族山歌是什么味儿，高

原而辽阔，发声方法都不同，真正听过的，终生记住。
弄清事实，弄清包括时间、地点、人物、经过、情

境、意义等要素。这些东西弄清了，基本上就是弄清

了事实。对硕士生来说，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硕士生

们的研究不要求创新，可是许多研究生都在说自己的

创新。你敢说自己所说的是真正的创新? 现在的学

界风气比较糟糕。比如说对孔子《论语》的研究，对每

一个字做出注释，需要极高的功夫，但许多人东拼西

凑一下，就说这是《论语》的研究，其实这不是研究。
什么是研究，就是说出前人未说的话。研究是讲依据

的，是基于深刻的、深入的考究。
《读书》杂志 2011 年第 5 期有一篇文章《闲话希

尔伯特 问 题》讲 了“希 尔 伯 特 23 个 数 学 问 题”［1］。
1900 年希尔伯特应邀参加巴黎国际数学家大会并在

会上作了题为《数学问题》的重要演讲。他阐述了重

大问题所具有的特点，认为好的问题应具有以下三个

特征: 第一，清晰性和易懂性; 第二，虽困难但又给人

以希望; 第三，意义深远。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在

新世纪里数学家应努力去解决的 23 个问题，即著名

的“希尔伯特 23 个问题”。这 23 个问题提出后引起

了人们的极度关注，成为了后来数学界研究的指南。
希尔伯特起步晚，可谓大器晚成。可是他为什么能够

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呢? 他讲了一点，也许对大家有帮

助。他说他研究任何问题，总把事实的来龙去脉梳理

得清清楚楚。比如是谁提出的，出自哪本书，什么时

间说的，早还是晚，采用了什么方法，发表在什么刊物

上等等都一清二楚。这也是下面讲的梳理文献谱系

的功夫。
2．全面梳理文献谱系

文献综述简单不简单? 不简单。文献综述看似

简单，其实是一项高难度的工作。首先，必须熟悉该

领域的重要文献，了解最新的研究进展，在“知识大爆

炸”的今天，要做到这一点，非有积年之功不可。其

次，面对汗牛充栋的文献，必须具备高超的理解能力

和概括能力，从宏观上把握总的研究状况，否则就不

是你在驾驭文献，而是文献驾驭你。我们( 特别是初

学者) 在阅读文献的时候，常常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文

献之中，茫然不知所措，有时甚至感觉被人牵着鼻子

走，面对不同观点的学术论争，觉得“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不免犯糊涂，此乃“段位”不够所致。最

后，综述性文章往往具有一定的导向性和前瞻性，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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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要总结现有研究，还需要高屋建瓴，指出现状的不

足及其根源所在，为这一领域甚至整个学科的发展方

向提出建议性意见。写综述性文章就好比修族谱，由

德高望重、造诣深厚的学术权威领衔也就理所当然

了［2］。我们的研究生当中极少能够把文献综述做到

优秀。会做文献综述，这个很重要。做好了文献综

述，才能把问题的症结弄清楚，今后发展的态势有预

测，对全局有把握，继而找出新的突破口。这个才是

学问，这个学问一做，所做的就是概括天下已做的。
有些研究生对自己的要求很低，很多事实没有搞清

楚，立志低或者根本没有立志，只是打算混几年，混个

学位。这几年读的书也极其有限，没有为以后的发展

做好定位与准备。第一，基础理论，诸多学派没有梳

理; 第二，相关问题没有弄清楚; 第三，可能向哪个方

向发展不清楚，怎么积蓄能量不清楚。是什么、来龙

去脉、事情缘由、结构逻辑等弄清楚之后，才是功能、
作用怎么发挥，怎么起作用。这才是 how ( 怎么样) 、
why( 为什么) 。这几步做好了，面对任何答辩专家，

从心里可以告诉他们: 我所了解的超过了你们所有。
我们的研究生敢说这个话吗? 有没有这样的底气?

只有自己看的多了，准备的多了，思考的多了，才能超

越人家，获得深刻的东西。所以，在弄清了事实的基

础上，自己的研究才开始有了深刻的意义。
( 二) 关于研究问题的普世性问题

有没有普世性，这个问题仅仅是这个地方的吗?

比如学位论文《彝族“克智”传承机制及其教育学意

义》［3］。“克智”是彝音，克服的“克”，智慧的“智”。
它是彝族的一种口传的论辩的形式。这里边有许多

东西。难道“克智”只是一个现象吗? 它辩论，是怎么

辩论的? 是不是只有彝族才这么辩论? 这是一个问

题。其他民族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人家是怎么辩

的? “辩”不是记，不是比，“辩”本身有好几个东西，

“辩”的事实本身，辩之“本”。在“辩”的过程中，检验

你记住事实本身没有，记清事实没有，对事实把握全

了没有，这是“本”。彝族有许多的史诗，比如《勒俄

特依》，需要对事实本身进行准确把握。在心理学上

叫“忆”，即再现。比如当年红军长征，遵义会议有多

少人参加? 可是我们不仅仅是谈民族史诗、遵义会

议，我们要把过去的东西拿到现在来运用，把过去的

东西衍生开来。根据什么“辩”，“辩”的过程中有没

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东拉西扯，那不是跑题了吗?

辩论得紧紧扣住什么主题，藏传佛教辩经的逻辑是因

明学，因明学是藏族佛教内在的逻辑。西方形式逻辑

的体系三段式: 大前 提———小 前 提———结 论。比 如

说，所有的乌鸦都是黑的，有人看见了一只白色翅膀

的乌鸦，因此大前提不成立。那么彝族克智有没有这

样的内在逻辑，有的话它是什么? 可以把文章做得深

入到人类的一般的思维逻辑层面，假如找到案例，分

析出其逻辑结构，这样所学的教育学、心理学、辩论术

等就在这里整合，就可以说自己有所创新了。
此外，对于“克智”的评判，不仅要对克智论辩现

象进行客观的描述，而且要讲出背后的道理，深挖背

后内在的依据和标准。然后内在标准的外在施行才

是“老者”。老者评判依据的或者是内在结构，或者是

观众的反应，或者二者兼有。这需要进一步以最简明

的语言说透。谈到观众反应，有次去参加某学院研究

生论文答辩，忍不住说了围观者几句。答辩一陈述完

下面就鼓掌。奇怪了，那意思是说他们说得做得很好

了，不用继续答辩了。哪有一陈述完就鼓掌的? 那意

思是说: 老师，你看着办吧? 那老师还能提问吗? 这

完全是不正之风。不是老师搞的，也不是组织者搞

的，谁搞的呢? 学生自己，开始捧臭脚。为什么谈论

这个话题呢? 第一，一定要弄清事实，一定要聚焦，聚

焦到问题内在的结构、内在的逻辑。第二，解决一个

普世性的问题。研究了一个普世问题，而不是有些研

究生所写的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具有重要理论价

值。开题答辩老师听到都心里发麻，这些话都敢写，

区区论文都能具有重要现实指导意义还了得? 所以，

学位论文中这种“浮夸风”一定要严格把关，尽量剔除

虚华的东西。
在笔者看来，开题的好坏直接决定了一个题目能

不能做，论文写不写得出来，问题能不能聚焦，更为重

要的是如果问题找对了，包括答辩，以后还可以继续

做这个题目。寻找一个问题域，找一个终身研究的平

台、学习的平台，这是在寻找自己的“学术家园”，这才

是开题最根本的意义。其他的如题目成不成立，逻辑

本身成不成立，相对来说都是次要的，等而下之的，最

核心的是找到终身的学术平台。可是很多研究生没

有这样的意识，毕业了走人，也就丢开了。这个题目

以后让他做，他已没法做了。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拿到

硕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了，可他自己内心要清楚: 这

个题目还可以继续做吗，还可以增长吗，有没有自己

继续研究的后发性。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也是值得我

们每一个研究生深思的问题。
三 如何选择和运用民族教育研究方法

方法问题很多，多到有些学生的方法可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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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方法没有个性，那成了一个零件，而且是一个标

准的零件。这不叫研究，如果这也叫研究，买配件，买

组装就行了，网购就行了，现在网购也很便宜，“送货

到家”，这个很荒唐。每个人的方法都是相对独特的。
方法从何而来? 由问题而来，问题的不同引起了方法

的不同。比如“教育法学理论体系研究”这个题目，题

目大，驾驭难。题目本身明显是理论体系建构问题。
第一，涉及到逻辑思辨能力。作者得考虑自己平时有

没有思辨的习惯，作者能否通过条分缕析把问题弄

透，有没有逻辑体系的建构能力。第二是语言能力。
该论文题目需要准确的语言能力。如果逻辑思维差，

功夫不够，做不了这道菜。当我们说到“理论体系建

构”时，前提是: 一要弄清所有的学科学派; 二要弄清

学科的所有理论基础; 三要弄清学科的所有营养，它

是借助什么方法来的，因为自己研究是在他人研究的

基础上做的，研究生很多时候驾驭不了，处处无法自

圆其说; 第四，更重要的是弄清学科要解决的根本问

题，这些问题对学科提出了根本的理论挑战。再来看

这些基本概念、理论、方法、共同体等，哪些不合适，哪

些有问题，这需要总体的把握。这并不是说不能做，

但要求研究生是当元帅的兵，统揽全局的兵，拿破仑

式的兵。从当兵的那天起，就立志当将军。拿破仑不

管怎么说也是一个英雄，他的军事才能是无以伦比

的，全世界公认的，虽然也有没落的时候。但我们有

些学生却不同，开题不当，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个研究真正用到的是逻辑思辨的方法，这一块是挑

战，如果功夫不过硬，最好别拿这货。
民族教育研究中方法很多，主要用到的研究方法

有思辨方法、比较方法、文献法等。首先是逻辑思辨

方法，前面谈了，这里不再重复。第二，比较方法。社

会科学不可能完全实证，完全实证是假问题。每一个

人的家庭出生不一样，社会背景不一样，个人经历不

一样，社会科学实验不能像自然科学实验那样严格控

制。社会科学一般采取的是比较，所以比较学科群才

蓬勃发展起来。比较很重要，很多研究生关着门做自

己的小东西，不知道比较，稍微比较就不同了。比如

关于《彝族“克智”传承机制及其教育学意义》，就可

以与藏族的“辩经”进行比较，再去查阅相关的古希腊

柏拉图对话法，苏格拉底“产婆术”，进行对比。“产

婆术”就是不断给对方提问，使其感到逻辑错了，继而

引出正确的结论，这个方法说到底还是“辩”。比较必

须有比较的逻辑框架，比较不是乱比，不是把萝卜白

菜摆在一块儿就是比较。“实际上，所谓比较研究，关

键便在于建立两个系统间的对应点系统。而这些问

题既是双方都有的，作为对应点系统便顺理成章”［4］。
换句话说，就是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不同的东西搁

在同一个理论构架中进行比较。可是我们现在许多

学比较教育学的研究生做的都是情况介绍，不是在做

比较，至少不是深入的比较。
第三，文献法。哪有做论文不看书的，但如果看

书就叫文献法，那文献法也太简单了。那是文献学习

还是文献法? 文献的学习与文献法，大不同。什么是

文献研究，第一，找到更早的版本，更丰富。比如清朝

的《浮生六记》，它是长洲人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的自

传体小说，清朝杨引传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浮生六

记》的残稿四卷，所以一般版本只有四记，后来有学者

找到了后两记，于是补充了新的文献［5］。再如马王堆

出土的《老子》，纸未发明以前写在帛上，或竹简上。
很多研究生弄不清自己研究方法，就给自己弄个文献

法，论文中既然列文献法就必须在文献上有所发现或

者增加。比如“中国武术传承方式研究”，假如在田野

考察中收集到了关于民间武术传习的家谱，这算是为

谱牒学增加了文献，为教育历史学增加了文献。
外文也是如此，比如“fieldwork”，不是平常说的

“田 野 工 作”。只 要 认 真 查 阅 一 下 外 文，就 会 知 道

“field”不一定是“田野”，城市可以，学校教室同样可

以用“fieldwork”。英国卡沃迪许实验室的思想产生

过程同样用了“fieldwork”，卡沃迪许实验室种什么?

种科学家。所以，对文献进行重新注释编排，一是找

到源，二是新的标点，三是新的解释系统，四是新的领

域。比如博士论文《汉字生成系统构建探索》，将心理

学、软件知识、logo 设计等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做出

新的整合。很多学生自己研究的这个领域文献都没

有查齐，更谈不上文献的增加。另外，文献综述提出

新的见解也是文献法，比如《中国教育法学理论体系

研究》。经过学科发展史的梳理，归纳总结每一个阶

段的特点，看哪些人的著作，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方面。
比如说，第一，借鉴阶段，借用法学理论改造自己阶

段; 第二，学习阶段，提到了新的见解，开始关注自己

的问题; 第三，重构阶段，在学习别人理论过程中发现

解释零散，重构自己的理论。这时才提出自己的问

题，抓住了文献综述的实质。我们不能仅仅把文献综

述看作论文写作的一个步骤、程序，或者是有关方面

的一个规定，更应该看到，这是知识生产过程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它不是在重复别人，它是在说出自己。
它不仅是一个合法性问题，也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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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文献综述不简单，做好了文献综述，就抓住了问

题，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这里介绍一种研究方法。1998 年，笔者访问瑞士

苏黎世大学，在办公室，看到一个老师和他的学生正

在讨论论文，老师和学生面前堆满了照片。讨论的主

题是“我的家园”，即我对家园的观念，我爱不爱我的

家。想一下我们中国研究生通常是怎么做这个事情

的。你问第一个人爱不爱家，他说爱，你问第二个人，

他说没有家，你问第三个人，他说不太爱。你在问，他

在说，实际上有很大的出入。农村出来的，有口饭吃

就很好了，要求很低; 城市出来的，出门有车，一进门

就灯光闪烁。一问一说，主观的标准不一样，所以客

观反应也就不一样。怎么反映出这种差异呢? 瑞士

苏黎世大学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当时波黑战争，一边

是波黑的孩子，一边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孩子，两边

取样 10 个大约 8 岁的小学二年级的学生。波黑这边

是弹壳、炸断了的腿、垮了的家，美国那边是沙滩、鲜

花、阳光、小狗。这些材料比空对空地说好得多吧，它

说明了什么? 这是小孩眼里看到的家。
可见，这不是瞎说，不是我们许多研究生一个破

量表所说的: 一般好、比较好、好、非常好。这叫没有

办法分的“瞎分”。什么是比较好? 能喝酒的人喝三

杯不醉，不能喝的人一杯就醉，醉的标准都不一样。
这是个大问题，怎么办? 要动脑筋，要想办法，现在有

很多的办法。现在技术很先进，武器很方便，比如说

画画、录音、摄像，可以去调查、拍摄，然后可以用电影

蒙太奇方法，用自己的思想框架把它们串起来。这时

就可以说用了影视人类学方法。
四 如何提炼论文逻辑结构和提升背后的学理

笔者认为，就论文本身而言，要注意好几个东西:

题目本身逻辑的联系，事实论证以及背后的学理。既

然是学理就应该有自己内在的逻辑联系。这个内在

的逻辑是什么呢? 比如前面说过的《彝族“克智”传

承机制及其教育学意义》，“克智”这种口头论辩现象

背后的学理是什么?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

斯在《什么是教育》中指出: 人类的教育有三大类型，

即容 器 式 的 教 育、师 徒 式 的 教 育 和 对 话 式 的 教

育［6］7－8。第一类是容器式的教育，即灌输式的教育，

把学生当作容器，就是我们平时批评的“满堂灌”。第

二类师徒式的教育，学生要跟着学，主要是技能和操

作的学习。可是在哲学家们看来，这两种教育远远不

够。因为教育做的是人类内在“隐”的东西，精神的、
思维的、内在的东西，比如说人的情感、道德、人格的

塑造，所有的东西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现在我们

评的什么“三好学生”，都是外在的行政化的评估，甚

至自己评自己，所以越来越糟。可是人类的这个教育

太重要了，这是从古到今最难的一个问题。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呢? 柏拉图提出“对话法”，苏格拉底提出

“产婆术”，认为只有在对话式的讨论当中才能发展人

的智慧，用智慧去刺激智慧，引起学生的思考，继而生

成学生的智慧，实际上在“交心”。这是第三类教育即

对话式的教育，也叫苏格拉底式教育。对话式的教

育，作用极大。当我们的科学、知识、学校系统形成以

后，学校已经蜕变为一个老师讲他的一个学科，不能

说它没有思维活动，但思维的活动降低了很多。对话

式教育范围有限，不能批量，不像网络教育，面积很

大，可是网络教育不能针对学生的问题跟学生交谈。
而在我们的少数民族地区，它尚在学校教育之外，没

有进入学校系统，可能还保留了这种对话的形式。所

以，研究它具有重要意义。“克智”研究的问题是什

么? 核心问题是人类精神生长的问题。“克智”背后

的学理是什么，它怎么在细节中进行的，作为研究者

要通过看得见的可以分解的过程去挖掘研究不可分

解的人类精神的生长。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才是背后

的学理。这个学理是什么，背后的逻辑结构是什么，

既然是人类普遍的问题，要了解一般的精神的生长，

以及逻辑推理的过程。这才是学理，研究理论基础，

而不是许多人所说的: 我的理论是人类学、教育学、心
理学，我的理论是哈贝马斯交往理论、杜威的实用主

义理论、道教知识、礼物交换知识、法学知识等。那是

拼盘，各是各的，没有化成一块，没有融合成一个有机

的研究者自己的逻辑体系，没有这样一个逻辑体系，

继而没有一层一层的自己的问题的论证。比如在“克

智”研究当中，研究者如何展开研究，怎么证明“克

智”对人类、对中华民族，特别对彝族人精神发展有什

么好处。所谓证明是站在某一立场上论证并提出鲜

明的观点而不是一般的事实性陈述。

最后，研究生做研究，特别是做田野研究，一要避

免旅游对研究者的屏蔽，避免伪学术对研究者的屏

蔽; 二要找到自己真正的问题; 三要找到自己独特的

方法; 四要经过思考后架构自己的逻辑; 五要通过研

究得出自己的结论; 六要看哪些研究结论是有价值

的，哪些研究推进了一步，以及存在哪些不足。这是

研究的思路，把研究问题讲清楚和完整，才能成为优

秀的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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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针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中出现问题

笼统谈了一些想法，做了一些思考。在谈的过程中，

举了许多例子，主要举了《彝族“克智”传承机制及其

教育学意义》中的一些例子。批判了一些现象，有些

话可能尖锐了一些，希望大家能够谅解。还是前面说

过那句话: 批判针对的是论文中的思维严密问题，而

不是说作者本人不好。因为批判是学者的品格，只有

批判才能进步。笔者也是第一次从开题的问题到方

法，再到论文本身的结构，谈一些多年积累的心得和

体会，供大家参考。

( 本文系 2011 年 6 月 8 日张诗亚教授在教育部社科基地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开题答辩总结会上

的讲话，整理者: 顾尔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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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opics and Ｒesearch Method of National Education

ZHANG Shi-ya
( Ｒesearch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Southwest Ethnic Groups，

Southwest University，Beibei，Chongqing 400715，China)

Abstract: Capstone presentation is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ion of all one’s knowledge in post grad-
uate period and a process for post graduates to find their academic homeland． This paper offers sugges-
tions on problems in capstone presentation of post graduates，including topics and research method of na-
tional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structure of thesis． The topics in n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universality
and both familiar and interesting for the writer． One should go one step further to intensify one’s research
method and look into the structure and academic principles of the thesis．

Key words: graduate student; 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apstone presentation; topic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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