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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评介“质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的专著，对目前国际社会科学界提
出的有关理论问题以及新近发展出来的操作手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结合有关西方学者以及作者自
己的研究实例对其进行了生动的展示和说明。
“质的研究方法”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与“量的研究方法”相提并论、交相辉映的一种研究方
法，它要求研究者深入社会现象，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研究对象的存在方式和意义解释，在原始资料的
基础之上建立相关理论。
    因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的有机结合，本书既可以作为社会科学（及其分支学科）方法论以及方法课程
的教材，也可以供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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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向明，女，湖南省华容县人，1953年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
在湖南省长沙市度过青少年时期，文化大革命期间当工人及中小学代课教师八年。
1977年入湖南师范大学外语系学习英语语言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4年入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文体学硕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8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于1989年和1994年先后获得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在在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任职，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研究方法、课程与教学、跨文化人
际交往和比较教育学，其他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咨询等。
同时受聘为世界银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英国国际发展部等国际组织担任项目顾问或专家，并主持
或参与国际国内各类教育研究和发展项目使余项。

　　目前已发表专著《旅居者和外国人--中国留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1998），并在《中国社
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社会学研究》、《教育研究》、《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国内学
术刊物和国际刊物上发表论文3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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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质的研究的理论背景  第一章  导论——什么是“质的研究方法”？
  第二章  质的研究历史发展——我从哪里来？
  第三章  质的研究分类——我处于一种什么状态？
第二部分 质的研究的准备阶段  第四章  质的研究的设计——我可以如何做？
  第五章  研究设计的组成部分——我具体打算怎么做？
  第六章  研究对象的抽样——我想找谁进行研究？
  第七章  研究者个人因素对研究的影响——我是谁？
  第八章  研究关系对研究的影响——我与被研究者是什么关系？
  第九章  进入研究现场——我如何与被研究者建立关系？
第三部分 质的研究的资料收集  第十章  访谈——我如何了解被研究者的所思所想？
  第十一章  访谈中的提问——我想知道什么？
  第十二章  访谈中的倾诉——我听到了什么？
  第十三章  访谈中的回应——我应该如何与对方对话？
  第十四章  焦点团体访谈——我如何级织一群人一起交谈？
  第十五章  观察——我如何了解被研究进的所作所为？
  第十六章  观察的实施——我看到了什么？
  第十七章  收集实物——我找到了什么？
第四部分 质的研究的资料分析  第十八章  资料的整理和初步分析——我想到了什么？
  第十九章  资料的归类和深入分析——我可以做什么？
  第二十章  质的研究中的理论建构——我可以说什么？
  第二十一章  研究结果的成文方式——我可以如何说我的故事？
第五部分 质的研究的检测手段  第二十二章  质的研究的质量评价——我如何知道什么是一个“好的研
究”？
  第二十三章  质的研究中的效度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结果是否“真实”？
  第二十四章  质的研究中的推论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结果是否有“代表性”？
  第二十五章  质的研究中的伦理道德问题——我如何知道研究是否符合道德规范？
第六部分 质的研究的发展前景  第二十六章  质的研究的发展趋势——我们将往哪里走？
  第二十七章  质的研究与量的研究的结合——我们有什么新的机遇？
参考资料西文人名地名汉译对照图表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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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确定研究的问题　　在界定了研究的现象以后，我们需要确定研究的具体问题。
如上所述，我们选择的研究现象可能是一个比较宽泛的领域，但是在进行设计的时候，我们必须在这
个宽泛的领域里寻找一个主要的、具体的、可以不断会聚的焦点，这便是我们的研究问题。
　　一、寻找研究的问题　　像质的研究设计本身一样，质的研究中对研究问题的设计也是一个不断
演化、发展的过程。
通常，我们在设计阶段提出的研究问题只可能是一个初步的设想，今后随着研究进程的变化可能会发
生变化，也可能因不适用而被完全抛弃。
寻找研究的问题是一个不断聚焦的过程，从开始一个比较宽泛的视野，逐步缩小关注的范围，最后集
中到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或数个问题上。
　　有读者可能要问：“什么样的问题适合质的研究？
”或换言之：“质的研究适合探讨什么类型的问题？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回答。
首先，质的研究中的问题应该是学术界和/或实践界尚有疑问，研究者本人确实希望探讨的有意义的问
题。
质的研究的目的是对研究的现象进行解释性理解，而不是为了对某些假设进行证实，因此应该选择对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来说有意义的问题。
所谓“有意义的问题”起码有两重含义，一是研究者对该问题确实不了解，希望通过此项研究对其进
行认真的探讨；二是该问题所涉及的地点、时间、人物和事件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对被研究者来
说具有实际意义，是他们真正关心的问题。
比如，“下岗的部级干部是如何调整自己的心态和进行职业定位的”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中国社会科
学领域便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因为“部级干部下岗”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出现的一个新现
象，社会科学界对此很不了解，而且这是一个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情。
　　如果研究者提出的问题是研究者本人确实希望了解的，但是并不符合研究现场的实际情况，或者
当事人认为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那么研究者应该修改或抛弃这个问题。
比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问题在设计的时候是这样界定的：“中国留学生在中国是如何定义和形成‘
朋友’关系的？
来到美国以后他们在交朋友方面的文化概念和行为方式有哪些变化？
”结果，在美国前六个月的调查中，我的研究对象都说他们还没有交上任何中国意义上的“朋友”。
因此，我将研究问题的范围从“交友”扩大到“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的题目改为：“中国留学生
是如何和美国人交往或交友的？
这些经历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　　与“有意义的问题”相对，“没有意义的问题”指的是那些研究者（或研究者群体）为了某种
学术或其他方面的需要自己凭空杜撰出来的问题，或者为了证实自己的假设以说服别人而不得不进行
的、自己已经知道答案的问题。
前者对看待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没有密切的关联，特别是对被研究者的实际“问题”没有多
少帮助；后者对人类知识的增长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只是对一些一般人都知道的常识进行了所谓“科
学的”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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