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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 一种新颖的质化研究方法

冯生尧 谢瑶妮

众所周知
,

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方

法有两大类型 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
。

定量研究以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为蓝本
,

而且中国的定量研究

方法直接来源于西方
,

所以与国外通行的定量研究

并没有什么 区别
。

如果说有 区别 的话
,

那也只 能

说
,

中国的教育研究
,

运用定量研究方法还不够普

遍
,

有待进一步加强
。

至于 中国的定性研究
,

情形

就有点不一样
。

中国的教育研究
,

最多的还是运用

定性研究方法
,

但是
,

这种定性研究
,

与国外所称

的定性研究
,

存在很多 区别
,

甚至 于是本质的不

同
。

本文试图系统介绍的扎根理论
,

就属于定性研

究方法
。

为了与国内的定性研究相区分
,

本文称之

为质化研究 甲曲怕 二 眼
。

相应地
,

本文把

定量研究称为量化研究
。

可以说
,

扎根理论 脚叮 巴 是国外质

化研究的一个杰出代表
。

质化研究萌芽于二十世纪

初叶
,

于六
、

七十年代臻于成熟
,

扎根理论对此作

出了重要的贡献
。

自此往后
,

只要是质化研究
,

几

乎都会运用到扎根理论的基本原则或具体操作程

序
。

扎根理论也是一种比较新颖的研究方法
。

它首

先是 由格拉斯 和 斯 特劳斯 , 于

年在专著 扎根理论之发现 质化研究的策

略 中提 出的
,

年斯 特劳斯
、

考宾

著 《质化研 究 基础 扎 根 理 论 的程序和 技术 》
,

卯 年 迈 尔 斯
、

休 伯曼 】 著

《质化资料分析 新方法手册 》
,

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了这个理论
。

与历经几百年
、

上千年的量化研究相

比
,

扎根理论无疑还十分年轻
。

而对于 中国的一些

研究者而言
,

这个理论似乎还有点陌生
。

希望本文

能够有助于我们揭开扎根理论的神奇面纱
,

为中国

的研究方法注人新鲜血液
。

扎根理论渊源于两个方面
。

首先
,

是芝加哥社

会学派的影响
。

该学派强调实地观察
、

深度访谈等

收集第一手资料 的方法
。

其次
,

是美 国杜威
、

米

德
、

皮尔斯等人提出的实用主义的深刻影响
,

因为

实用主义强调理论应当来源于实践
,

并能够解决实

际问题
,

反对空洞的
、

抽象的理论
。

实用主义提出

的最著名的研究方法
,

是杜威的反省思维 首先
,

是需要有一个经验情景 再从经验情景 中产生 问

题 对于这个问题
,

研究中凭个人的经验和 知识
,

提出多个假设 占有详尽的资料 根据资料
,

检验

假设
,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

对于上述步骤
,

扎根

理论汲取了要从现实情景中产生问题
、

要 占有详尽

的第一手资料
、

所提出的理论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等思想
,

但是反对假设检验的思想
。

因为
,

在正式

拥有资料之前
,

一个人提 出的假设往往是有限度

的 而且
,

假设也可能成为一种偏见
,

使研究者看

不到假设之外的种种缘由
。

扎根理论的主要观点是
,

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

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
,

而是带着研究问题
,

直接从

原始资料中归纳 出概念和命题
,

然后再上升到理

论
。

也就是说
,

扎根理论的本质是归纳法
,

而不是

演绎法
。

扎根理论对质化研究的几个环节
,

例如抽样
、

资料收集
、

资料分析等
,

都提出了 自己的看法
。

对于抽样
,

扎根理论主张采用理论抽样 , 加

颐 滋 户
,

也就是 根 据研究 目的选取样本
。

比如
,

在研究广州中学有经验教师和新教师配对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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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师徒制度时
,

如哭我们的研究 日的从 弥结和推

广师徒制的经验
,

那么就应该选取刀 对交流【
‘

匕较多

的
、

效果比较好的师徒作为研究对象
。

如果我们的

研究目的是探讨阻碍师徒交流的因索
,

则应该选杯

几对交流比较少的
、

效果比较差的师徒
。

总之
,

扎

根理论的抽样特点在于一是 目的性
,

二是小样本
,

只是选择几个 个案
,

作深入研究
。

这种抽样方式与

量化研究的随机抽样大相径庭
。

在上例中
,

假设全

广州中学某年的师徒共有 以刃 对
。

根据随机抽样

的原则
,

抽取的样本要足够多
,

至少要有 对以

上
,

实际上往往达到几百对
。

而且
,

抽取的样本在

年龄
、

性别
、卜

学科
、

所在学校
、

所在区域等各方而

都要有代表性
,

以便反 映整体的情况
。

也即是说
,

在量化研究中
,

研究对象应该一是具有代表性
、

二

是必须大样本
。

在收集资料方面
,

量化研究主要运用问卷调查

法
,

有时也会运用访 问和观察等
,

但是具有封闭

性
、

结构化的特点
。

量化研究收集的资料范围 比较

广
,

但是不够深人
。

相反地
,

扎根理论主要运用观

察
、

访问
、

实物等
,

范围只涉及几个个案
,

但是收

集到的资料非常深人详细
。

时间
。

事件是什么 时候发生的
,

持

续多久 出现的频率多少等
。

例如我们观察一位学

生的课堂纪律情况
,

发现他在一堂课上有两次开小

差
,

分别发生在上课的开始和结尾
,

持续时间分别

为 分钟和 分钟
,

我们就应该把这些数据尽可能

全面地记录下来
。

地点 、由 二 。

在什么地方发生
,

这个地方

有些什么 特征
,

其它地方是否也发生过类似事件

等
。

,

人物 诫。 。

有哪些人在场
,

谁是事件的参

与者
,

谁是旁观者
,

每个人在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

色
,

各 自的身份和地位如何等
。

事件
。

发生 了什么事件
,

在场的人

都有一些什么行为表现
,

讲了一些什么
,

等等
。

过程
。

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
,

事件的

各个万面有些什么关系
,

事件的发生和人们的行

为
、

言谈有些什么特征和规范等
。

原因
。

事件为什么会发生
,

人们为什

么作出这样的反应等
。

扎根理论的观察和访问也具有开放性的特点
。

砚典徽
,

孙 川 粼 洲加谧常 以
“

什么
” 、 ‘·

如

河
‘ ’

为成一 浪形式 脚理 类似于考试中的主观

搏 州 嫉
, ‘

思们师拼 袱 八的交流为什么如此频繁

恋足如何
、“ 诊石以义介二的了 七

、 、

月交流一些什么内容
”

等等
。

受访者可以运用 自己的概念和表达方式
,

发

表 自己的右法
。

针对各种回答
,

研究者再根据 自己

的研究范围和 目的 卿机应变
,

不断追问
。

扎根理

论的观察也是开放的
,

事先只是拟定一个观察的大

纲和范围
、

在观察时尽贵作详细的记录
,

反对作过

分的判断而有意无念地遗漏各种信息
。

开放性的特

点
,

有助于收集丰扁的资料
,

得到意外的收获
。

相

反地
,

贷化研究的观察和访问是封闭的
。

访问哪几

个问题
,

提问的顺序如何
,

表达方式如何
,

都是完

全固定的
,

类似于考试中的客观题
。

回答的方式主

要是是或否
、

选择判断
、

填空等
。

扎根理论最大的贡献还在于为资料的分析提供

了一套比较普遍适用的操作性程序
。

它提出了从开

放式编码
、

关联式编码
、

核心式编码到理论建立的

四个循序渐进的步骤
。

开放式编码是指研究者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
,

进行初步的整理分析
,

赋予各种概念类属
。

此时的

分析整理要求全而详细
,

不要遗漏任何信息
,

以及

尽结使用研究对象 的本 土语言作为概念归类 的基

础
。

关联式编码的任务在于进一步合并前面业 已形

成的概念类属
,

并发现这些概念类属之间的相互关

系
,

如因果 关 系
、

情景 关 系
、

功 能关系
、

过程关

系
、

时间先后关系等等
。

在关联式编码 中
,

每次只

对一个概念类属作分析
,

发现与其它概念的关联
。

通过对每个概念类属的渐次分析
,

最后可 以形成一

张所有概念类属的关系网
。

显然
,

关联式编码所形成的众多概念类属
,

并

不是同等重要的
。

经过分析
,

我们可 以发现其 中起

着关键性作用的一个或儿个核心概念类属
,

这些核

心概念具有较强的概括能 力和较强的关联能力
,

这

个分析整理的过程就是核心式编码 了
。

以核心概念

为基础
,

我们就容易建立起理论了
。

为了说明上述复杂的资料分析过程
,

现在试举

一例 见下表
。

在研究促进师徒交流的因素之时
,

假设我们从原始资料中发现了
一

七个促进因素
,

这就

是开放式编码
。

课时较少
、

师徒的备课组相同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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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相同
,

显然可以归类为教学制度
。

同时
,

备

课组相同和办公室相同并不是必然导致交流
,

只有

在集体主义
、

团队精神的基础上
,

才能最终产生交

流
,

所以又把这两个因素和责任心
,

一起归纳为集

体主义
。

最后的三个因素
,

表明新老教师都承认能

力的差异以及由于能力差异而形成的一种等级
,

我

们称之为能力等级
。

这样
,

教学制度
、

集体主义和

能力等级就构成了关联式编码
。

后两者又可 以归结

为中国文化
,

这就是核心编码
。

最后
,

我们建立的

理论是 中国师徒制度的成功
,

其表层原因在于 中

国的教学制度
,

深层原因是中国的文化传统
。

一一级编码码 二级编码码 三级编码码码

课课时较少

一一
多产教学制度度 教学制度度度

备备课组相卿不之之粼
体主义 中国文化化化

办办公室相 亩于‘一一
一 一一 能力等级 产产产产

老老教师有责任心 一一洲洲洲洲洲

老老教师不
‘

能 以为 弘弘弘弘弘
新新教师谦虚

一新新教师不怕暴露缺点
‘‘‘‘‘

学制度
,

深层 原

因是 中国 的文 化

系统
。

需要指出的是
,

扎根理论最后形成的理论
,

被

称为实质理论 。币 叮 。

它不完全等同于

量化研究得 出的形式理论 允 王 。

形式理

论被认为是一种系统化的
、

超越具体情景的
、

能够

普遍适用的理论
。

而实质理论是对特定现象及其内

在联系的揭示
。

例如在上例中
,

我们发现中国师徒

制度的成功可 以 归于教学制度和 文化传统
。

由此
,

我们并不能完全类推
,

认为国外没有相应 的文化
,

师徒制度就必然不能成功
。

也许
,

凭借其 良好的激

励机制等
,

师徒制度同样可 以成功
。

总之
,

扎根理

论强调了理论的特殊性和情景性
。

运用归纳法
,

得出实质理论
,

这使扎根理论既

不同于量化研究
、

演绎法下得出的空洞 的
、

抽象的

理论
,

也不 同于某些质化研究过分强 调事实性描

述
,

而缺乏理论深度的弊端
,

从而
,

为质化研究的

成熟和发展
,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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