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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驱动的教育研究新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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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 京 １ ０ ０ ０ ８ １ ）

一

、 引言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领域 的渗透 ， 特别 是
“

互 联 网 十
”

、

“

大数据
”

、

“

人工 智 能
”

的发展上升为 各 国 国家 战 略之后 ， 新技术 已 经从支持性 工具变成行

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 量 。 信息 技术正在 与 制造业 、交通 、医 疗 、金融 、教育等传

统行业深度 融合 ， 并催生 出 行业新形 态 、新模式 。 信 息社会对教育 的影响 核心

是 ，借助信息技术基础 ， 使人与 人 、物 与 物 、知识 与知识空 前广泛连接 ．并 引 发组

织管理决策 、资 源开放共享 、知识生产与传播 的深刻变化 ， 推动 教育管理和 决策

的依据从经验驱动转 向数据驱动 。 这 主要是 因 为信 息技术直接推动 了教育领

域的大数据生产 ， 这些数据规模更大 、速度更快 、类型更杂 、价值隐 含更深 ；
而大

数据的深层含义 在于海量数据的集聚提供 了看待世界 的新视角 ， 蕴含 了 以往凭

经验无法获取和 发现 的信息 ， 如今可 以通 过现代信息技术和 手段得 以 呈现 。 在

信息 社会时代 ， 数据 不仅仅 是资 源 、 力 量 和 竞争 力 ， 更 是生产力 。 数据显 示 ，

２ ０ １ ５ 年全球大数据储量 已 达到 ８ ．６ １ Ｚ Ｂ ， 并 且每年增 长速度在 ４ ０ ％ 左右 。

［ １ ］

据

Ｉ ｎ ｔ ｅｌ 预测 ， 到 ２ ０ ２ ０ 年 ， 全球数据量将达到 ４ ４Ｚ Ｂ （ １ ＺＢ
＝

１ ０ 亿 ＴＢ＝ １ 万亿 ＧＢ ） ，

中 国 产生 的数据量将达到 ８ＺＢ ， 占 全球 的 五分之一 。

［ ２］

今后 国 家竞争 力 将部分

体现 为一 国拥有数据的规模 以及解释 、
运 用数据 的能力 ， 数据主权将是继边防 、

海防 、空 防之后另 一个大 国 博弈 的空 间 。 同 时 ， 数据作为 一种特殊的 资本 ， 虽然

没有排它性和消 耗性 ， 但是却能通过数据之间 的 整合实现 １ ＋ １ 大于 ２ 的 目 的 。

数据竞争将成为 今后商业 、 国 家竞争 的
一种重要形式 。 有学者将数据 比作

“

价

值 巨大的矿石
”

与
“

璞玉
”

，

一方面说 明 了 数据本身 内 涵 的潜在价值 ， 另
一方 面也

间接反映 了 数据开发利用方 式的重要性 。 当前 ， 大数据的理 念 、 思 维和 方法 已

经被广泛 引 人企业 、政府 、医 疗 、银行等领域 ， 人们希望借助 大数据 的东风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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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的改革和创新 ，带来发展 的新动 力 和创新的突 破 口 。 正如 美 国 著名 管理学

家 Ｗ ． 爱德华 ？ 戴 明 （Ｗ ．Ｅｄｗａ ｒｄｓＤｅｍ
ｉ
ｎｇ ） 所指 出 的 ， 今后除 了上帝一切都要

用数据说话 。 在信息 社会 ， 既要发现 、认识 、获取信息 ，
也要在此基础上 挖掘 、分

析 、运用信息 ， 二者缺一不可 ， 前者是后 者 的前提和 基础 ， 后者 则 是产生实 际 效

益的关键 。

根据 图 灵奖获得者吉姆 ？ 格雷 （ Ｊ ｉ
ｍＧ ｒ ａｙ ） 的划 分 ， 有史 以来 的科学研究可

以 分 为 四 种 范 式 ： 实 验 科 学 （ Ｅｍ ｐ ｉ
ｒ

ｉ
ｃ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理 论 科 学 （ Ｔ ｈ ｅｏ ｒ ｅｔ ｉ
ｃａ ｌ

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 、计算科 学 （ Ｃｏｍ ｐ ｕ ｔ ａ ｔ ｉｏ ｎａ ｌＳ ｃ ｉ ｅｎ ｃｅ ） 和 数据 密集 型 科学 （ ｅＳｃ ｉｅｎ ｃｅ或

Ｄ ａ ｔａ ｉ
ｎ ｔ ｅ ｎ ｓ ｉ

ｖｅＳ ｃ
ｉ
ｅｎｃｅ ） ／

５ ３ 其中 ， 数据密集型科学 以大数据为基础 ， 通 过对大量

有关教育教学和 科研数据进行收集 、整理 、分析和挖掘 ，
以 可视化的工具和 方式

呈现教育教学状态 。 信息 社会 的发展 为 科学研究提供
“

数据密集型 研究
”

这一

新的范式 ，
也为教育教学管理和决策 提供

“

数据
”

这一新的视角和 出 发点 。 与 此

同 时 ， 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 了 我 国 教育领域 大数据 的形成 ， 推动 着教育管理和

决策 从主 观臆断转为 依赖数据说话 、靠数据决策 的常态机制 ， 助 推教育研究范

式从传统 向大数据的转 向 。 随着信息技 术 的发展 、社会环境 的变化 ， 教育研究

范式的转变 也充分反映 出 在 中 国特 色社会主 义新 时代进程 中 教育研究 的重新

定位 ， 以适应新的社会现实 。 新 旧范式 的更新运 动 既是人类解释 自 然 的逻辑知

识体系 的更换 ，
又是科学共 同 体成员 价值观念 、 思 维 模式 、语 言规则 、 实践标准

的
“

量子跃迁
”

。

［ １ ］

信息 社会下 的教育研究范式强调教育研究应从数据 出 发 ， 发现教育状态 的

要素 特征 和结构关系 。 这一教育研究范 式不仅仅是利用数据作 为研究结论 的

证据 ， 更重要 的是通过数据发现教育状态 、反映教育 活 动规律 、 引 导教育研究行

为更加科学化和 理性化 。 随着信息 技术 与教育 的融合不断深化 ，
以数据及所产

生知识在社会各主体 间流 动为 基础 的社会生态系统正在逐步形成 ， 大数据驱动

的教育研究 、教育管理与 决策 等成为 时 代主 题 。
可 以说 ， 某一研究范式 的 出 现

代表 了某一学术共同 体对本学术领域 内关键 问题的认定 和发展方 向 的把握 ， 并

据此形成 比 较一致 的话语规则和 价值取 向 ， 成为 学科 内 部认 同 的基础 。

［
５

 ］ 信息

社会的教育研究范式必将 由 局部性转 向 系 统性 ， 由 线性化转 向 扁 平化 ， 由 经验

判断转 向 数据驱动 ， 由 静态转为动态 。

二
、 动 态 范式及其基本特征

在此背 景下 ， 教育研究 日益 注重
“

用 数据说话 、用数据研究 、用数据管理 、

用数据决策 、用数据创新
”

。

一种新的教育研究新范式 逐渐形成 ， 即 动 态范式

（ ｄｙ ｎａｍ ｉ ｃ
ｐａ ｒａｄ ｉｇｍ ）

。

动态是相对于静态而言 的 ， 指事物变 化的状况 。 其含 义 是运用 现代信息 技

术的思想 、 思 维 、理念和方法 ， 对教育现象进行全样本 、全过程 、全景式研究 ， 揭



第 １ 期 大 数 据 驱 动 的 教 育 研 究 新 范 式 １ ８ １

示教育规律 、动态呈现教育现状 ， 持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以适应社会发展和 人

类发展 。 这一范式 以 大数据驱动 为 核心 ， 强调数据来 源 的 广泛性 ， 以 分析 、 诊

断 、描述 、研判等方式 ， 通过数据之间 的交互 ， 发现数据的价值 ， 进而直观呈现教

育教学状态 ， 预测教育教学发展趋势 、 预警教育教学质量 。 动 态范式 以现代信

息技术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 依靠数据处理的技术规则 保证研 究的规范 性 ， 通过

深度 的数据挖掘发现研究结论 。 因此 ， 动态范式能够克服传统教 會 研究和 决策

的局部性 、线性化和静态性 以及依靠专 家的经验和理性思考去判断教育状态 的

局 限性 ， 能够实现教育管理与 决策 中 的有 限理性 ， 推动 教育决策 的科学化 。 在

动态范式下 ， 不仅数据 的收集具有 动 态性 、互动 性 ， 同 时 由 于数据存储技术 、 数

据处理技术的不断更新 ，处理数据的工具也呈现动 态性 的特征 。 动 态范式 的产

生是新时 代教育发展 的必要结果 ，
也是 现代信息社会推动 的时代产物 。

动态范 式作 为 教育研究 的新范式 ， 不是对传统教育研究范式的 全盘否 定 ，

而是在继承和发展传统教育研究范式的基础 上 ， 适应社会经济 和教育 发展进人

新阶段 出 现的一种新范式 ， 它是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 中 的鲜 明映射 。 全面理解

动态范式 ， 既需要 明确其基本特征 ， 也需要 明 晰其具体的行 动框架 。 动 态范式

是信息社会的产物 。 较之于传统的教育研究范式 ， 动态范式 以大数据驱动 为 核

心 ，具有全样本 、交互式 、全景式 、全过程 、全透明 的特征 。

１ ． 全样本

动态范式下 的教育研究数据是全样本 。 传统 的统计学观点 认为 ．数据处理

特点 是通 过局部样本进行统计推断 ， 从而 了解总体的规律性 。

Ｍ 但是 ． 由 于各种

抽样调查工作是在事先设定 目 的前提下展开工作 ， 不管多完 美的抽样技术 ， 抽

到 的只 是 总体 中 的
一部分 ， 样本都只是对总 体片 面 和部分 的反映 。

［
７

］在我 国 教

育领域 ，
以业务管理数据库为代表 的结构化数据源 的海量积累加 以 图 文影音形

式记录 的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据及实 时流数据源 快速増长 。 教育管理涉及 的

大数据非 常广泛 ， 来源于教 育管理系 统 、在线学 习 平 台 和 课程管理平 台等方面

管理者 、施教者 、学 习 者 的行为 数据乃至 日 常教育 活 动 中 人类的所有行为 数据 ，

都可 以称作 教育大数据 。

［
８
］

目 前 ， 我 国 在 国 家 、省级 、校级三级层面都积累 了 大

量的数据 。 国家层面有教育部基础 教育质量监测 中 心数据平 台 、高 等教育监测

数据平 台 、教育部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发 展 中 心有关研究生教 育 的数据库等 ， 各

省也相继建立 中 小学教育数据库 ， 中 小学 的教育信息 化 、数字化校 园 建设重点

从基础建设 、数据积累 向 数据 的应用转移 。 高校 内 部 的大规模开放在线课 程 、

移动 终端 、社交媒体 、 即 时通讯在教育管理与 教学活动 中 的使用 （ 如
“

雨课堂
”

）
、

校 园一卡通 等 ，都积累 了大量 的数据 资源 。 随着 国 家加大信 息公开 的 力度 ， 除

了 内 部业务数据和 国 家教育统计数据 ，直接相关 的行业发展 、人才需求 、教育舆

情等方面 的外部数据泛在分布 ， 既有结构化的数据 ， 又有半结构化 、非结构化数

据和 实时 流数据 ， 这些数据通过公开渠道就可 以获得 。 从 国 家 到各学校积累 的

大量数据为我 国 教育研究提供了大数据来源 ， 推动 了 我 国教育研究从抽样走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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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样本 ， 进而为 实现教育研究走 向更加科学化奠定 了基础 。

２ ． 交互式

动态范式具有灵 活 、直观的特点 。 它强调通过教育数据与研究者之 间 的交

互 ，帮 助研究者及时修正研究偏差 ， 调整研究方法 ，并最终实现研究 目 标 。 随着

现代信息 技术的不断发展 ， 数据之间 的实 时 、动 态交换已 经变成可 能 。 如 汽车

行驶中 所采集的导航数据就是数据之 间 交互 的结果 。 特别是虚拟现实 （ ｖ ｉ
ｒ ｔ ｕａ ｌ

ｒｅａ ｌ
ｉ ｔ ｙ ） 、空 间 隐喻 （ ｓ

ｐ
ａｔ ｉ

ａ ｌｍ ｅｔ ａｐ
ｈｏ ｒ ） 等交互式技术 的快速发展 ， 教育研究者可

以将这些 技术和 手段 以 图形 图像等形式呈现 ， 实现数据与 研究者之 间 的 交互 ，

从而直观呈现教育教学状态 。 交互式强调研究者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对研究所

需的数据进行便捷与 快速的用 户分类 、分析 、维 护和 查找信息 ， 进而 帮 助研究者

进行数据分析和 数据处理 ， 并最终实现研究 目 标 。 动态范式 的交互式虽然强调

数据与研究者彼此之 间信息 的交流 ， 但它 是 以人为 中 心 的 。
以人为 中 心 ， 教育

研究者一方面应及时掌握现代信息 技术 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 ， 拓展 自 己 的核

心信息素 养 ； 另
一 方面应具备数据观念 、数据思 维 ， 并不断增强数据 意识 。 同

时 ，研究者必须了解数据的特征 、结构等各个方面 ， 才能更好地实现数据与 研究

者之间 的交互 ，从而 为教育研究活动 服务 。

３ ． 全景式

在传统教育管理与决 策 活动 、教育 活 动 中 ， 无论宏观 、 中 观还是微观层 面 ，

由于普遍受限于条块分割 的管理部 门 职能 和 权力 ， 管理 者往往从职能划 分 出

发 ，决策 过程
“

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

， 缺乏 系 统性 。 由 于管理体制和 职能条块分

隔 ，我 国教育数据 的收集和 应用也呈现 出严重 的碎片 化 ， 将数据作 为私有资 源

独 占 ，

“

数据垄断
”

现象十分突 出 ，

“

数据孤岛
”

普遍存在 ， 教育系 统 内 部数据源 与

外部数据源的整合不 足 ，这也使得数据对于教育管理和 决策过程的支 持严重不

足 。 在管理决策 的 旧 范式 中 ， 直觉和 经验是决策 的主 角 ， 数据仍然 是决策 辅助

或支持手段 。 大数据是更多 、更快 、更杂 、更深的数据 ， 能够为全景式管理决策

提供全样本 、全周 期 、全过程 、全透明 的支 撑 。 动 态范式的 全景式在 时间上贯通

过去 、现在 与未来 ， 在空 间上覆盖宏观 、 中 观和微观 ， 具有全局性观察 、全周 期沉

浸 、全过程跟踪等特点 。 在这一模式下 ， 教育管理和决策 的主体 、 过程 、依据等

都将发生重要变化 。 当前 ， 教务 、科研 、人事 、学生 、 财务 、后勤管理等海量数据

记录着学校的管理活 动和 行为 痕迹 ， 国 家及各省市有关教育发展 的大量数据反

映 了 我 国 教育 的总体状况 。 动 态研究范 式通过运用 大数据 的技术和方法为 教

育研究提供全景式视角 ，从 而 为全面呈现 我 国 教育发展 战 略 、 教育教学管理水

平 、教育 治理能力 和 治理水平等提供支持 。

４ ． 全过程

在动 态范式研究下 ，研究者可 以运用 教育大数据 ， 对研究对象从多角 度 、多

层面进行全过程 、 系 统化的 分析和 研究 。 研究者 可 以在 受教育者个体从 幼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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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 、小学 、初 中 、 高 中 到 大学整个教育 阶段 ， 对其上课 、课后练 习 、社会实践整个

教育教学环节的活动 进行全 面监测 ， 全面掌握受教育者个体 的思想水平 、 政治

觉悟 、道德 品质 、文化素养 、 日 常行为 等 ，从而 为学校教育实现全程育人 、全方位

育人构建全方位 、全要素 的教育教学体系提供数据支撑 。 研究者可 以运用大数

据分析的技术和 方法 ， 对各级政府的教育 投资从投人到 产 出 的整个过 程实施全

过程 、动态化监控 ， 为 教育管理者有效掌握和 调控我 国教育效益提供数据支持 。

研究者还 可以利用教育及我 国 社会经济发展 的大数据 ， 对全 国 或 区域教育发展

现状及趋势进行全方位的监测 和预警 ，从而为 教育管理和决策服务 。

５ ． 全透明

动态范式下 的数据来源可信 、可溯 ，数据处理过程可 复 制 ， 数据处理 的结果

实行公开化和实 时共享 。 大数据驱动下 的动 态范式数据来源 ， 不仅包括学校公

开 的信息 、 国 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有关政府机构和社会组织 的 调查数据 ，

而且包括联合 国 教科文卫组织发布 的数据调查等 。 动态范式研究所需要的 数

据不再过 度依靠传统 的 问卷调查等方法获取 ， 研究 者通 过公开途径就 可 以 获

取 。 这一方面克服了传统研究过程 中 教育研究者为 获取大量研究数据而带来

的诸多不 易 ， 另
一方面也可 以保证了研究数据来源 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 。 动 态范

式下 的教育研究活动 不仅是数据来源 的透 明 ，
而且包含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 的

透明 ， 即 动态范式采用在线 、近线 以及离线技术 ， 通过对收集到 的数据进行分布

式 、非结构化 以及实 时数据处理等 ， 进而 深度挖掘数据之 间 的相关性 。 同 时 ， 动

态范式通 过运用各种简洁的 图表等方法 ，

一

目 了然地把数据之间 的关联特征 和

相互关系 直观 明 了地呈现 出 来 ， 方式简单直接 ， 为教育管理者 了解教育状态 、走

向及变化趋势提供了一种形象 、直接 的解读 和展 现数据方式 ， 有 助 于透彻地理

解数据所包含 的价值 。 这些可视化的数据呈现方式 具有直观化 、关联化 、 艺 术

化和 交互性等特点 ，有着非 凡的艺 术 吸引 力 和强烈 的色彩感 染力 与 穿透力 ， 能

够强化多元主体的认知效果和 记忆力 ，更有利于信息 的传递 。

［
）
］

三
、 动 态 范式的行动框架

动态范式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层 面 的建构 ， 需要 明 晰其具体的 行动框架 ， 才

能使之在教育研究 中 真正发挥作用 。 为此 ， 本文构建 了 动态范式的基本行动 框

架 图 （见 图 １ ） 。 它通 过对数据 的收集 、 清洗和 挖掘 ， 客观呈现 我 国 教育教学状

态 ，为 提升我 国教育管理和 决策水平服务 ， 为 引 导我 国 教育政策 的 制定和 教育

事业的发展服务 。

数据采集是 动态范式的基 础 。 动态范式 中 的数据收集主 要解决研究 中 所

需数据的来 源 问题 。 动态范式下采集 的数据不是传统统计学意 义上 的小样本

数据 ， 而 是大规模 、全覆盖 、深层次的全样本数据 ： 在采集方式上 ， 动 态范式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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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动 态 范式 的基本行动 框 架

采用数据爬虫等技术 ， 在线高频次甚至是实时进行数据收集 ；在覆盖面上 ， 既包

括全Ｈ经 济 、
人 ｔｕ财政收人等有关社会经济 发展水平 的公开数据 ，

也包括各级

各类教育 的教学管理数据
、
科学研究数据

、
满意度 调查数据 、社交 网络数据等 ．

还包含源于教育活动 和 网络媒体 中 的交互数据和 日志数据等半结构化 、非结构

化 和实时 流数据 ；在深度上 ， 既包括 不 同 国家 、 地 区的 宏观数 据 ？更包括各级 各

类？学校 内 部的课程 、教师 、 学生 、学科建设等微观数据 ５
在时效性上 ， 通过每季度

或每月 、每周 、每 日
＇

甚至卖时劫态采集 ，保证数据 的连贯性和完 整性 ． 首先将对

采集到 的数据进行抽象 ．形成教育大数据 的元数据 （ｍ ｅｔ ａｄａｔａ ） ；
在 此基础上 ， 针

对基础数据进行横向 处理 ， 对分析数据进行纵 向 处理 ， 迸而进行数据 的关联 分

析与数据融合 ；最终 ，形 成
“

抽取一转换 装载 ”

的数据生产线 ， 为 中 国教育数据

仓库提供持续的 动态化数据 。

运用大数据方法采集到 的数据不是系 统 的数据集合 ，而是单 个 、分散 的数

据 ？具有庞杂性 、割裂性 、多 源异构等特征 ，单独 分散 的数据块无法满足大数据

分析的需要 ，必须进行关联融合才 能 产生 价值 ＾ 要发挥这些数据 的功 效 ，需要

对这些大．董未相互连接 的 、碎 片化的数据进行清洗 ， 以剔除无效与杂乱的 数据 ，

并把有效数据进行归纳 、分类 ，通过数据组合 、数据整合和数据聚合等３个层次

的数据关联融合 ， 由低到高 ，
逐步实现数据 之间 的深度交互 》 数 据挖掘 的 目 标

是在数据仓库 中 发现模型 、 趋势 和 规则 ，
以评 估 （预测或评 价 ） 打算采取 的 战

略 户
《
在动态范式 中 ？研究者运用联机分析技术 、关联分析技术 、聚类分析技术 、

分类分析技术等多种分析技 术 ， 对有关数据 的关联度 进行多 维度 、多层次的 分

析 ？ 以直观呈现教育教学状态 ， 为教育管理者持续改进 教育教学赓量 ，提高科学

管理和精准决策提供有 力支持 。 动态范式下状态呈现和 政策引 导等环节 中还

会持续产生新的数据 ？ 需要进行再收集 、分析使新 的数据为教育政策 引 导服务 ，

动态范式是一个循环往复 、 螺 旋ｉ 升的过程 ， 因此动态范式 下 ，
在决策信息 输

人上 ，应将
“

小数据
”

变大 ， 从全局而不是Ｈ部上考察决策 问题 ； 同 时 ， 在决策 信

息输出上 ，将
“

大数据
”

变小 ， 从快速生成的 混杂数据 中 通 过敏捷 分析挖掘 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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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策参考价值的知识 ，使决策者不是靠 主 观猜测 和经验推理而是依据深度数

据分析的结果直接 了解事实 ， 进而扩大决策 者 的有 限理性 ， 实现 即席决策 和 精

准决策 ， 推 动现代教育管理 的变革与 创新 。

参 考文献

［ １ ］２ ０ １ ７ 年 全球 大数 据 产 业 规模 与 竞争 格 局 预 测 ［ Ｋ ＰＶＯＬ ］ ． ｈｔ ｔ
ｐ
＾

／Ｖｗｗｗ ．ｑ ｉ ａｎ ｚｈ ａｎ ．

ｃｏｍ／ ａｎ ａ ｌ

ｙ ｓ ｔ ／ ｄ ｃ ｔ ａ ｉ
ｌ ／ ２ ２ ０ ／ １ ７ ０ １ １ １  ｃ １ ９ ｆ ６ ８３ ７ ． ｈ ｔｍ ｌ

．

［
２
］英 特尔 预测 ２ ０２ ０ 年全球数据量达 １ １

ＺＢ
： 中 国 占据 五分 之

一

［
Ｅ ＰＶＯＬ ］

． ｈ ｔ ｔｐ ： ／ ／ｗｗｗ ．

ｓｏ ｈ ｕ ． ｃｏｍ／ ａ／ １９ ２ ９ １ ６ １ ７ ２

１  １ １ ７ ６ ０ ．

［ ３ ］Ｇ ｒａｙ ， Ｊ ．（ ２ ００ ９
，
Ｏｃ ｔｏ ｂｅ ｒ１ ６ ） ． Ｊ ｉｍＧ ｒａｙｏ ｎｃＳｃ ｉ ｃｎ ｃ ｃ ：Ａｔ ｒ ａｎｓ ｆ ｏ ｒｍ ｅ ｄｓ ｃ ｉ ｅ ｎ ｔ ｉ

ｆ
ｉ ｃ

ｍｅ ｔ
ｈｏ ｄ ．Ｒ ｅ ｔ ｒ ｉ ｅｖ ｅ ｄＭ ａ ｒｃ ｈ３ ０ ， ２ ０ １ ５ ，

ｆｒ ｏｍｈ ｔ ｔ
ｐ
／ ／ ｒｃ ｓ ｃａ ｒｃ ｈ．ｍ ｉ ｃ ｒｏ ｓｏ ｆ

ｔ
．ｃ ｏｍ ／ ｃ ｎ ｕｓ ／

ｃｏ ｌ ｌ ａ ｂｏ ｒａ
ｔ

ｉｏ ｎ ／Ｆ ｏｕ ｒ
ｔ
ｈ
ｐ

ａ ｒａｄ ｉ

ｇ
ｍ／ １ ｔ

ｈ
ｐ
ａ ｒａ ｃｈ

ｇ
ｍ ｂｏｏ ｋ ｊ

ｉｍ
ｇ

ｒａｙ ｔ
ｒａｎ ｓｃ ｒ ｉ

ｐ ｔ
．

ｐ
ｄ ｆ．

［ １ ］张武升 ，廖敏 ． 教育研究 范式 的变 革与发展 趋 向 ［ Ｊ ］ ． 华 中 师范 大学学 报 （ 人文社会 科

学版 ）
， ２ ００ ５ （ ５ ）： １ ２ ８ １ ３ ３ ．

［ ５ ］王洪才 ． 论高 教研究的 四种范式 ［ ｊ ］ ． 北京 师范大学学 报 （人 文社会科学 版 ）
，
２ ０ ０２ （ ３ ） ：

７ １ ８２ ．

［ ６ ］韦 博成 ． 漫谈 统计学的 应用与发展 数理统计与管理 ， ２ ０ １ １（ １
）

： ８５ ９ ７ ．

［ ７ ］朱建平 ，章贵军 ， 刘 晓葳 ． 大数据时代下数据 分析理念 的 辨析 ［ ｊ ］ ． 统计研究 ， ２ ０ １１ （ ２ ） ：

１ ０  １ ９ ．

［ ８］周 湘林 ． 大数据时代的 教育管理变革 ［ Ｊ ］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１ （ １ ０ ）： ２ ５ ３ ０ ．

［ ９ ］王 战军 ， 乔刚 ． 以新发 展 理念 引 领 高 等 教育 质 量监 测 平 台 建 设 ［ ＿］ ］ ． 中 国 高 教 研 究 ，

２ ０ １ ６ （ ７ ） ：
２ 〇 ３ ０ ．

［ １ ０ ］ 〔美 〕 路易 斯 ？ 戈麦斯 梅西亚 ，戴维 ？ 鲍尔 金 ，
罗 伯 特 ？ 卡 迪 ． 管 理学 原理 、 案例

和实践 （第 ３ 版 ） ［
Ｍ

］ ． 詹 正茂主译 ． 北京 ：人 民 邮 电 出版社 ，
２ ００ ９ ： １１ ．

（ 责任编辑 宋 朋 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