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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主要是为揭开质性研究，尤其是质性健康研究的神秘性而作。
我们写作的这本教材，既包含对质性研究的实践性指导，又有对一些重要事件的理论性讨论。
本书的目的是使那些着手从事质性研究的研究者通过努力，能完成从拟订方案、实施研究、分析结果
到写出并出版报告的全过程。
在20世纪，生物医学取得了很多显著成果，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在疾病和健康方面的体验。
然而，我们相信，我们的时代还有很多基本的问题不能单用生物医学来解决，因为从根本上讲，很多
后现代社会的健康问题是关于意义和诠释的问题。
例如，虽然我们在生物医学方面不断提高，我们已经理解了艾滋病在生物医学上是如何传播的，但因
为社会的因素，因为很少的人能理解他们行为的后果，以及政府总是不情愿或者是在如何应对危机时
很困惑，所以艾滋病毒感染和艾滋病至今仍然与人类为伴。
质性研究方法的焦点是揭示和诠释事物本意，它们提供一个老到的研究策略以让读者理解人们怎样，
以及为什么采取一种特别的行动方式。
再者，质性研究方法能够提供重要的政策方向，以及对某些重要政策含意的细节的理解。
质性研究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容易的选择，或者是作为对“硬的”统计学研究方法的辅助或先驱方法。
然而，我们以为质性研究方法有其特有的重要性，它能使研究者开始涉人在情感、政治以及技术方面
都极具挑战的意义的复杂性，那些对文化、多元文化、全球文化的复杂含义的理解和解释的挑战，正
是当前现代健康领域争论的中心。
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满足知识覆盖面广泛的公共卫生实践在21世纪的发展需要。
如果没有很多朋友的帮助，本书不可能出版。
我们要特别感谢艾伦·凯莱赫（Allan Kellehear），是他一直相信我们的工作，并鼓励我们写这本书。
普拉尼要感谢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Peterson）博士，他阅读了很多章节。
感谢苏珊娜·伊迈姆（Susanha Yimyam）副教授，她从一开始就帮助普拉尼处理技术方面的问题，特
别是资料管理和最终将所有章节排入此书。
道格拉斯也要特别感谢桑迪·吉福德（Sandy Gifford），是她鼓励道格拉斯继续从事质性研究教学。
我们要感谢吉尔·莱恩（Jill Lane）对我们的一贯支持和对此书的发表所做出的奉献，感谢牛津大学出
版社使我们的书得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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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系统阐述质性研究法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的类型及其具体应用，并附辅导练习。
在目前国内研究者还不太熟悉质性研究方法的情况下，该书具有非常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对人文学科类的研究生是非常好的教材，对研究人员则是非常好的研究工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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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质性研究相关理论：传统与创新应用于健康领域的质性研究理论是完整的。
理论对了解和获得实证质性研究及其实践是有用的。
本章论述了一些指导并影响质性研究的传统理论。
传统理论与具体的卫生领域的实证研究之间所存在的建设性的、强有力的互动由来已久。
本章将继续就这一方面展开对话与辩论。
本章以回顾理论在实证质性研究中的角色开始。
我们认为不同的研究项目在对理论的运用方式上是不同的，承认并接受这种理论应用的差异是非常重
要的。
本章的其余部分介绍了指导和影响质性研究方法的理论。
这些介绍本身并不充分，但目的是为了帮助研究者思考什么理论最适合于他或者她的研究。
每一部分介绍了在理论中的一到两个关键概念，从其他角度对比了这些理论，并且例举了短小案例说
明这些理论在健康和社会研究中的运用。
质性研究中存在大量的理论传统导向（Denzin，1997；Vidich and Lyman，1994）。
我们选取了一些常用的并且在质性研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
如果这些理论没有一个符合你的具体研究，你还可能发现与你的研究更加相关的理论。
我们讨论的理论传统包括：实证主义、民族志、现象学、符号互动论、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后现
代主义以及诠释学。
质性研究的首要问题开展任何一项质性研究都需要首先澄清三组相互联系的问题：该研究的理论框架
是什么？
该研究的实质问题是什么？
该研究的预期结果又是什么？
这些问题在逻辑上彼此紧密承接，而实践中，很多研究是从第二个或第三个问题开始展开的，在研究
过程中再由此及彼。
这三个问题相互联系而且都需要澄清，然而，哪个问题应优先考虑以及这三个问题该怎样回答取决于
研究的目标。
道格拉斯·艾子关于失业人群的研究的理论框架出自于对符号互动论和叙事理论的融合。
该研究旨在用这一理论框架来促进叙事理论。
在该研究中，失业人士对失去工作的实质性的叙述其实处于次要地位，而首要（理论）目标是形成叙
事理论。
与之相反，在一项关于HIV/艾滋病患者更换工作的研究中，研究的意图是为政府或社区部门提供信息
以改善他们的服务（Ezzy et al.，1999）。
工作更换的实质问题是该研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选用的理论框架则是为了促成其达到研究目标的
工具。
那种强调潜意识力量的作用的理论，以及探查全球劳动力市场在艾滋病患者的工作经历中作用的理论
，在此项研究中没有什么用处。
然而，该研究发展了疾病、符号互动理论以及同性恋文化的理论框架。
当一种理论创新实现以后，这种理论就会被用来解决研究中更多的实际问题。
理论是对各种概念之间关系的一系列观点的阐述。
不同的理论框架解释不同的现象。
例如，理性抉择理论就是一个理论框架，该理论框架可用来解释人的行为是个人理性抉择的结果。
心理分析理论强调非理性以及无意识在行为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符号互动理论则强调对象征性地产生
的主体间的解读。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理论框架。
所要强调的是：总的理论框架从根本上造就了研究的重点，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研究所需要采用的方法
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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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理论框架只适用于一定的研究问题。
一个强调社会生活具体表达性质的理论更适用于对女性乳房检查经历的研究，但对医生在医学期刊上
发表关于乳房检查的新进展的研究方式就不那么适合。
这并不是说这一理论在这项研究中没有价值或没有意义，重要的是研究的实质性问题以及主要目标要
与理论框架相匹配。
有时理论框架源于个人选择的研究惯例。
例如，很多质性研究都声称在符号互动理论模式下进行扎根理论研究。
然而，即使是符号互动理论也被分成若干理论派系（参见后面关于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阐
述）。
一些研究者可能更重视处理一些特殊的研究问题，例如，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越南女性乳房筛查的理
解问题。
如果质性研究不是建立在理论框架上，研究者就会在事实上采用特别的框架而不承认它。
但是如果研究惯例已经建立了的话，这种做法就不会存在。
很可能因为用于研究的一系列的技术路线已经建立而导致研究者用同一方法来寻求相似的答案。
例如，文献中对澳大利亚越南和少数民族女性乳房检查方面的研究已经存在。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只是用而不是检查研究中的理论假设的做法会影响该研究的独到发现。
另一方面，一些人沉迷于理论。
尽管理论在质性研究中的角色很重要，但理论任务的复杂性不应该阻挡研究者提出实证性的研究问题
。
继承早期质性研究者的符号互动论者和实证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将复杂理论问题暂时搁置在一边
，或是寻求即使还不完善的解决方法来继续进行实证研究。
研究者一旦确定了一种或几种理论承传、选择了研究的实质性焦点问题、明确了研究的预期结果，那
么接下来就需要仔细建构研究的方法路线。
本章的其余部分更详尽地叙述了质性研究中理论导向的角色，并且简略阐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理论。
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影响着质性研究，因为，在很多方面，它与质性研究是对立的它是一种包含很多与
质性研究方法非常对立的理论概念的组合。
在社会调查中，实证主义涉及一种信念，即社会科学是像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一样的科学。
实证主义者总是更喜欢用量化研究方法来测量事物，喜欢使用结构化的问题和构建能用统计学分析的
标准。
实证主义者喜欢结构主义式的解释，他们尽量避免对人类意愿和情感的解释性阐述（Giddens，1974
；Maseide，1990；Mills，1959；Williams，1976）。
像物理学家一样，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者喜欢那种标准化的、可重复的，并能检验假说的方法。
他们坚信这种方法能够得到真实客观的结论。
实证主义者试图消除或避免影响研究进程的诠释，目的是保证研究的客观性。
例如，他们要求采访者总是以相同的方式问同样的问题，要求在提问的时候不能带有任何个人情绪，
并且访谈中要和被采访者保持距离[Bergen，1993；Prus，l996；还可以参见古布里厄姆和霍尔斯泰恩
（Gubrium and Holstein，1997）以及希尔弗曼（Silverman，2001）关于“情绪化”与实证主义者的对
立的讨论]。
质性研究者已经论证了用实证主义者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人是错误的。
因为人类社会的中心议题是社会生活的意义和解释，人与事物具有本质上的不同。
为了理解人的行为，你必须理解人对事件和行动的解释（Berger and Luckman，1967），质性研究的中
心是理解意义和诠释。
民族志民族志是一种包含了许多理论承传的方法学（第8章进一步阐述了民族志中的研究方法）。
本部分的重点是将民族志中一个主要的理论承传的假设与其他质性研究中的理论承传相比较。
在随后的第6章会更加系统地讲述健康和社会研究领域的民族志。
该部分将从一个特殊的视角审视民族志的理论承传。
相对于社会学研究，民族志与人类学研究的联系更加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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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民族志有时被看成是人类学家做的事情（Atkinson et al.，2001；Denzin，2003；Geertz，1973
；Silverman，2001）。
民族志在心理学以及社会学中的应用也逐渐普遍起来。
不过，它经常被冠以不同的术语，如“社区调查（communities studies）”（Whyte，1955）。
克利福德·格尔茨（Geertz，1973）是众多推崇在人类学中运用解释性民族志的最有影响的拥护者之
一，我们将把重点放在他对民族志理论导向描述的分析上。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民族志包含多种理论承传，而格尔茨的解释性民族志理论只是其中之一
（Rosald0，1989）。
格尔茨认为民族志不是用它采用的技术来定义的，如参与式观察与访谈，而是由其特殊的智力活动定
义的，他称这种智力活动为“深度描述（thick description）”（P.5）。
深度描述注重的是细节和背景信息，它旨在通过描述人们行为的意义来解释他们的生活模式，从而使
他们的生活模式被理解和被认为是合乎逻辑的。
另一个描述这些意义模式的词是“文化”。
格尔茨认为文化是建立在社会结构的基础上的，且赋予人们行动的意义（P.12）。
民族志，至少格尔茨描述的解释性民族志，聚焦在一个群体的文化、网络和意义模式，这些因素构成
了文化，引导并解释人们的行为。
民族志的研究目标是发现文化框架，分析它的结构和内容，并以此来解释特殊社会现象。
根据格尔茨（Geertz，1973，P.20）的观点，应该强调没有一种文化能够被全面描述出来。
民族志的研究总是片面的和不完善的猜想性解释（Atkinson et al.，2001；Silverman，2001）。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性研究方法>>

编辑推荐

《质性研究方法健康及相关专业研究指南(第2版)》由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性研究方法>>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