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性研究（第贰卷）>>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质性研究（第贰卷）>>

13位ISBN编号：9787562451433

10位ISBN编号：7562451435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重庆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向明 编

页数：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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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质性研究（第贰卷）>>

前言

　　自《质性研究：反思与评论》第一卷于2008年底出版后，一年来经过各方人士的协同努力，本系
列的第二卷终于问世了。
在过去一年的组稿和审稿过程中，我们（编审委员会的委员们）切身地体会到：要在我国现阶段找到
真正有质量、有特色的质性研究案例很不容易！
年轻学子们对这种研究范式有很高的热情，非常愿意了解并尝试从事这种研究，但由于缺乏经验，特
别是实地研究的经验（经历）以及有关理论的储备，其作品难免显得稚嫩。
而其中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缺乏高质量的教师（师傅）教授质性研究
课程（学程）。
　造成优质师资缺乏的原因可能有三。
其一，教师自己缺乏长期从事实地研究的经验，他们可能有很好的理论储备，但由于没有亲身经历过
实地研究这一艰苦、不确定、高焦虑的过程，在指导学生时很难体会学生所面临的困难和困惑。
其二，虽然教师自己从事过长期的实地研究，但是由于没有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过程进行深人
的思考和反省，无法将自己的经验传达出来。
其三，虽然教师有卓越的研究才华，对自己的研究方法论也有反思，但由于受我国高校教学讲授为主
传统的影响，无法将这种身体化的技艺直接“告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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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卷收录的13篇文章可以粗略地分成三类：质性研究理论及教学探讨：质性研究案例；质性研究
经典作品评述。
　　第一类文章主要是对质性研究有关问题的理论探讨。
如熊秉纯的论文“深度访谈中反思的教与学”探讨了如何通过反思让学生思考深度访谈中所涉及的方
法论乃至价值观和立场问题。
尹弘飚的论文“学做质性研究”提供了他作为学徒所独立从事的一项完整的“学术练习”的反思笔记
。
　　第二类文章主要是研究案例。
如欧阳护华的“单程票”基于一名普通教师在一个小城市推广交际英语教学法长达八年的故事，揭示
了看似进步的教学法改革，实质上是对参与者从教育理念、利益得失、人际关系到社会身份和事业命
运等一系列内容的高度复杂的、充满张力的重构过程。
向思的论文“走出污名暗柜，你如此需要认同”以一位公开同性恋身份的大学生为个案，试图了解他
的自我认同和寻求社会认同的发展历程。
蔺亚琼和郝庆的论文“新中国学校的全民榜样与政治权力”以“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一个案为中心，
阐述了在新中国前改革开放时代，一个榜样是如何被树立、宣传并为社会所接受的，揭示了榜样背后
的奖励机制以及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实践策略。
第三类文章是对4部质性研究的经典作品——《校长办公室里的那个人》、《客厅即工厂》、《泰利
的街角》和《妇女晚年丧偶后的适应》一一提供了简要的评述。
通过这些书评，我们希望读者能够对这些经典作品产生兴趣，并能从这些作品中品味到质性研究的魅
力和探索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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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教授学生如何在资料分析的过程中作反思特别不容易，因为资料分析不仅牵涉到一个一而再、再
而三，分析再分析的过程，也牵涉到研究者学养的成熟度。
学养的成熟需要假以时日，不能一蹴而就。
例如Mauthner and Doucet（2003）特意等了好几年之后，才回头去对当年所作的资料分析进行反思。
经由反思，她们审视自己当年的主观视角，从而意识到这个视角其实是受到当时客观环境、对认识论
的理解，以及受当时老师的影响的。
多年之后，她们学术修养的成长让她们能看到当年视而不见的“真相”。
另一个例子里，Stalp and Grant（2001）用一篇已在期刊上发表了的，关于社会性别差异与广告的文章
，让学生理解到，如何在资料分析时进行“反思”。
作者指出，研究者必须与资料保持一段距离。
虽然Stalp and Grant没有用“反思”这个词，他们教学的主旨是要让学生明白，研究者在资料分析时往
往扮演着幕后黑手的角色。
在操作上，这两位作者把资料分析具体分解成好几个步骤，进一步展示每一个步骤的目的，以及步骤
与步骤之间在解读资料中的意义。
借助对分析资料每一个步骤的了解，学生不仅认识到研究者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怎么做判断、怎么解
释资料，并且慢慢接受分析资料过程中必然经历的焦虑和不肯定性。
当学生对自己在分析资料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审视时，学生开始学习、描叙并界定自己在资料
分析过程中所作的决定。
学生们领悟到他们所作的决定往往跟他们对某个特定理论所持的立场和认识相连，因此，他们意识到
几个议题：第一，研究者在分析资料过程中要做很多关键性的决定，这意味着研究者在分析资料时其
实扮演着很关键性的角色，经由“反思”，研究者这个原本习而不查的角色才浮出水面；第二，研究
者在分析资料时所作的决定并不是所谓“中立”或“客观”的，每一个决定背后都跟研究者本身的学
术背景、理论立场息息相关；第三，研究者不仅要意识到自己在分析资料中所扮演的角色，并且要进
一步检视自己的观点怎么不知不觉地影响到自己对资料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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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万卷方法是重庆大学出版社自2004年7月以来陆续出版的一套深入、系统地介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问题的书系，至今已出版图书70个品种。
　　“万卷方法”的理想　　为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社会
科学各领域的学者和研究生提供一个内容规范、使用便捷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万卷方法”的受众　　·图书馆及大学社会科学各院系的资料室。
　　·社会科学各领域的研究人员。
　　·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人员。
　　·社会科学各专业的研究生和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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