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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经验作为经历和讲述的故事来理解——也称作叙事探究——已经在质的研究领域获得了广泛的
声誉和信任。
与很多传统方法不同，叙事探究成功地捕捉到个人和社会维度中那些以一般的事实和数据无法定量的
东西。
　　在这部权威性的指导著作中，简·克兰迪宁和迈克尔·康纳利通过自己二十多年的经验向我们呈
现了叙事探究如何用于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追寻叙事探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起源，他们为指导现场工作、撰写现场笔记和呈现研究成果提供了
新颖实用的观点。
《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通过故事和例子展示了多种叙事方法，通俗易懂，引入入胜
，是著者在质的研究领域中长期探索的经验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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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事探究中需要持久注意的问题介绍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和匿名所有权和关系中的责任研究者是怎样
在故事中被讲述的事实和虚构风险、危险及滥用：“我，批评家”保持清醒结语参考文献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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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为什么要叙事？
　　马克·约翰逊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　　20世纪80年代初，当我们尝试研究教师的个人知识时
，我们与马克·约翰逊相遇。
他是一位哲学家，他对经验的和具像化隐喻的研究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
那时我们正努力了解经验性的形象（experiential images）在教师知识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在课堂实践中的
表达。
我们与两位老师，斯特法妮（Stephanie）和艾琳（Aileen）一起进行了历时三年的研究。
我们熟悉这两位教师，与她们在课堂上共度时光，与她们交谈，不仅撰写和讨论她们的故事，而且还
与她们一起撰写和讨论。
我们把重点放在努力去理解所谓的个人实践知识上（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
我们所使用的了解她们知识的一个中心方法是探究她们的教学形象的本质。
然而，在我们开始撰写斯特法妮和艾琳的形象时，我们特别担心过多的分析集中于被看做不连续的形
象，会失去作为个体和她的经验知识的整体性。
起初，我们的问题似乎是表达的问题。
正是我们对思考经验知识的方法的兴趣，把我们引向了马克·约翰逊和他的合作者乔治·雷考夫的研
究。
约翰逊和雷考夫对隐喻的研究似乎直接关系到我们的经验焦点，并且在我们的脑海中联系到杜威的研
究（雷考夫和约翰逊，1980）。
　　带着脑海中的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约翰逊在多伦多与我们共度了一两天，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这个
问题。
在当地一家饭店与约翰逊交谈时，他挑战我们“更多地谈一些你们是怎样看待知识的具体体现的，基
于体现在文化中叙事整体性。
”（与作者对话，1983年2月17日）凭着在饭店便笺上写下的简短潦草的字句，他给我们介绍了阿拉斯
代尔·麦金太尔的研究（1981），并且把叙事整体性的概念带入了我们的思考。
叙事整体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能够更详细、更广博地思考个人生活中连续性建构的一般方法。
连续性对我们来说成为打开思想观念和各种可能性闸门的叙事建构。
我们由此把注意力转向其他叙事文献，转向那些研究叙事和生活关系的作者。
我们一直在叙事探究的标题下从事这项研究，我们对叙事的粗略认识是，它既作为研究的现象又作为
研究的方法。
我们把教学和教师知识看做是具体的个人和社会故事的表达。
当我们与教师建立研究关系时，当我们创作现场文本（field texts）时，当我们撰写教育生活的故事时
，我们叙事地去思考（现场文本是我们在现场收集材料时使用的术语，将在第七童中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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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在这部权威性的指导著作中，简·克兰迪宁和迈克尔·康纳利通过自己二十多年的经验向我们呈
现了叙事探究如何用于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追寻叙事探究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起源，他们为指导现场工作、撰写现场笔记和呈现研究成果提供了
新颖实用的观点。
本书通过故事和例子展示了多种叙事方法，通俗易懂，引入入胜，是著者在质的研究领域中长期探索
的经验结晶。
　　本书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有关叙事探究的文献迄今为止散见各处，理论上并不完整。
克兰迪宁和康纳利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
本书清晰流畅，论辩鲜明，事例丰富。
学生可从中获得丰富的论点以支持他们的研究，教师可获得教授叙事探究的各种理论和方法。
　　伊芳娜·S.林肯（得克萨斯农工大学教育管理系教授）　　本书呈现了过去二十年两位学者探索
深化我们对教育经验理解的叙事方法的历程。
他们勇于面对棘手的问题，为我们树立了学术勇气的典范。
　　《叙事探究》邀请我们共同经历他们的历程，值得分享。
　　艾略特·W.艾斯纳（斯坦福大学教育与艺术系教授）　　这是一个走向叙事、如何进行叙事探究
的故事，极具启发性。
本书是关于经验的研究。
展示了叙事如何从边缘崛起、进入学术话语的中心。
　　艾米娅·莱布里克（希伯来大学心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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