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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的思路和方法

陈向明

在质的研究 ( q u a l i t a t i v e r e s e a r e h )领域
,

一个十分著名的方法是格拉斯 ( G l as er )和斯

特 劳 斯 ( S t r a u s s ) 提 出 的
“

扎 根 理 论
”

( g r o u n d e d t h e o r y ) ( 1 9 6 7 )
。

扎根理论是一种

作质的研究 的方式
,

其主要宗 旨是从经验资

料 的基础上建立理论 ( S t r a u s s ,

1 9 8 7 : 5 )
。

研

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
,

直

接从实际观察人手
,

从原始资料中归纳 出经

验概括
,

然后上升到理论
。

这是一种从下往上

建立 实质理论 的方法
,

即在系统收集 资料 的

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
,

然后

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

论
。

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
,

但是

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
,

而在于它从经

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
。

在哲学

思想上
,

扎根理论方法基于的是后实证主义

的范式
,

强调对 目前已经建构的理论进行证

伪
。

扎根理论的方法起源于格拉斯和斯特劳

斯两人 ( 1 9 6 5
,

1 96 8 ) 60 年代在一所医院里对

医务人员处理即将去世的病人的一项实地观

察
。

这个方面的形成与两方面的理论思想有

关
,

分别来 自哲学和社会学
:

一是美国的实用

主义
,

特别是杜威
、

G
.

米德和皮尔士的思想
,

他们强调行动的重要性
,

注重对有问题的情

境进行处理
,

在 问题解决 中产生方法
;另外一

个影响来 自芝加哥社会学派
,

该学派广泛使

用实地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
,

强

调从行动者 的角度理解社会互动
、

社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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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变化
。

一
、

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

扎根理论的基本思路主要包括如下几个

方面
。

1
.

从资料中产生理论

扎根理论特别强调 从资料 中提升理论
,

认 为只有通过对资料 的深人分析
,

才能逐步

形成理论框架
。

这是一个归纳的过程
,

从下往

上将资料不断地进行浓缩
。

与一般的宏大理

论不 同的是
,

扎根理论不对研究者 自己事先

设定 的假设进行逻辑推演
,

而是从资料人手

进行归纳分析
。

理论一定要可 以追溯到其产

生的原始资料
,

一定要有经验事实作为依据
。

这是因为扎根理论者认为
,

只有从资料中产

生的理论才具有生命力
。

如果理论与资料相

吻合
,

理论便具有了实际的用途
,

可以被用来

指导人们具体的生活实践
。

扎根理论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介于宏大理

论和微观操作性假设之 间的实质理论 ( 即适

用于特定时空的理论 )
,

但也不排除对具有普

适性的形式理论的建构
。

然而
,

形式理论必须

建立在实质理论的基础之上
,

只有 在资料的

基础上建立起实质理论以后
,

形式理论才可

能在各类相关实质理论之上建立起来
。

这是

因为
,

扎根理论认为知识是积累而成的
,

是一

个不 断地从事实到实质理论
,

然后到形式理

论演进的过程
。

建构形式理论需要大量的资

料来源
,

需要实质理论的中介
。

如果从一个资



料来源直接建构形式理论
,

这其中的跳跃性

太大
,

有可能产生很多漏洞
。

此外
,

形式理论

不必只有一个单一的构成形式
,

可以涵盖许

多不同的实质性理论
,

将许多不同的概念和

观点整合
、

浓缩
、

生成为一个整体
。

这种密集

型的形式理论比那些单一的形式理论
,

其 内

蕴更加丰富
,

可 以为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领

域提供意义解释
。

2
.

对理论保持敏感

由于扎根理论的主要宗 旨是建构理论
,

因此它特别强调研究者对理论保持高度的敏

感
。

不论是在设计阶段
,

还是在收集和分析资

料的时候
,

研究者都应该对 自己现有的理论
、

前人的理论以 及资料 中呈现 的理论保持敏

感
,

注意捕捉新的建构理论的线索
。

保持理论

敏感性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在收集资料时有一

定的焦点和方 向
,

而且在分析资料时注意寻

找那些可以 比较集中
、

浓缩地表达资料 内容

的概念
,

特别是当资料内容本身比较松散时
。

通常
,

质的研究者 比较擅长对研究 的现

象进行细密 的描述性分析
,

而对理论建构不

是特别敏感
,

也不是特别有兴趣
。

扎根理论出

于 自己的特殊关怀
,

认为理论 比纯粹 的描述

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度
,

因此强调研究者对理

论保持敏感
。

3
.

不断比较的方法

扎根理论的主要分析思路是 比较
,

在资

料和资料之间
、

理论和理论之间不断进行对

比
,

然后根据资料与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提

炼出有关的类属 ( ca et 四 yr )及其属性
。

比较

通常有 四个步骤
:

1) 根据概念的类别对资料

进行比较
:

对资料进行编码并将 资料归到尽

可能多的概念类属下面以后
,

将编码过的资

料在 同样 和不同的概念类属中进行对比
,

为

每一个概念类属找到属性
。

2) 将有关概念类

属与它们的属性进行整合
,

对这些概念类属

进行比较
,

考虑它们之间存在的关系
,

将这些

关系用某种方式联系起来
。

3) 勾勒出初步呈

现的理论
,

确定该理论的内涵和外延
,

将初步

理论返回到原始资料进行验证
,

同时不断地

优化现有理论
,

使之变得更加精细
。

4) 对理论

进行陈述
,

将所掌握的资料
、

概念类属
、

类属

的特性以及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一层层地描

述出来
,

作为对研究问题的回答
。

4
.

理论抽样 的方法

在对资料进行分析时
,

研究者可以将从

资料中初步生成的理论作为下一步资料抽样

的标准
。

这些理论可以指导下一步的资料收

集和分析工作
,

如选择资料
、

设码
、

建立编码

和归档系统
。

当下呈现的每一个理论都对研

究者具有导 向作用
,

都可以 限定研 究者下一

步该往哪里走
、

怎么走
。

因此
,

资料分析不应

该 只是停留在机械的语言编码上
,

而是应该

进行理论编码
。

研究者应该不断地就资料的

内容建立假设
,

通过资料和假设之间的轮 回

比较产生理论
,

然后使用这些理论对 资料进

行编码
。

5
.

灵活运用文献

使用有关的文献可以开 阔我们 的视野
,

为资料分析提供新 的概念和理论框架
,

但与

此 同时
,

我们也要注意不要过多地使用前人

的理论
。

否则
,

前人的思想可能束缚我们的思

路
,

使我们有意无意地将别人的理论往 自己

的资料上套
,

或者换一句话说
,

把 自己的资料

往别人的理论里套
,

也就是人们所说的
“
削足

适履
” ,

而不是
“
量体裁衣

” 。

在适 当使用前人理论的同时
,

扎根理论

认为研究者的个人解释在建构理论时也可以

起到重要的作用
。

研究者之所以可以
“
理解

”

资料是 因为研究者带人 了自己 的经验性 知

识
,

从资料 中生成的理论实际上是资料与研

究者个人解释之 间不断互动和整合的结果
。

原始资料
、

研究者个人 的前理解以及前人的

研究成果之间实 际上是一个三角互动关系
,

研究者在运用文献时必须结合原始资料和自

己个人的判断
。

研究者本人应该养成询问自

己和被询问的习惯
,

倾听文本中的多重声音
,

了解 自己与原始资料 和文献之间 的互 动关

系
。

6
.

理论性评价



扎根理论对理论的检核与评价有 自己的

标准
,

总结起来可以归纳为如下四条
:

1) 概念

必须来源 于原始资料
,

理论建立起来 以后应

该可 以随时回到原始资料
,

可以 找到丰富的

资料内容作为论证的依据
。

2) 理论中的概念

本身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
,

密度应该比较大
,

即理论内部有很多复杂 的概念 及其意义关

系
,

这些概念坐落在密集的理论性情境之中
。

与格 尔茨 ( G e e r t z ,

1 9 7 3 ) 所说的的
“

深描
”
有

所不 同的是
:

扎根理论更加重视概念的密集
,

而
“

深描
”
主要是在描述层面对研究现象进行

密集的描绘
。

3) 理论中的每一个概念应该与

其他概念之间具有系统的联系
, “
理论是在概

念 以 及 成 套 概 念 之 间 的 合 理 的 联 系
”

( S t r a u s s & C o r b i n ,

1 9 9 4 : 2 7 8 )
,

各个 概念之

间应该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

形成一个统一的
、

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

4) 由成套概念联系起

来的理论应该具有较强的运用价值
,

应该适

用于 比较广阔的范围
,

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

对

当事人行为 中的微妙之处具有理论敏感性
,

可以就这些现象提 出相关的理论性问题
。

二
、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

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一般包括
:

l) 从资

料中产生概念
,

对资料进行逐级登录
:

2) 不断

地对资料 和概念进行 比较
,

系统地询问与概

念有关的生成性理论问题
; 3) 发展理论性概

念
,

建立概念和概念之间的联系
; 4) 理论性抽

样
,

系统地对资料进行编码
; 5) 建构理论

,

力

求获得理论概念的密度
、

变异度和高度的整

合性
。

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是扎根理论中最

重要的一环
,

其中包括三个级别的编码
。

.1 一级编码 (开放式登录 )

在一级编码 (开放式登录 ) 中
,

研究者要

求以一种开放的心态
,

尽量
“

悬置
”

个人的
“

偏

见
”
和研究界的

“

定见
” ,

将所有的资料按其本

身所呈现的状态进行登录
。

这是一个将收集

的资料打散
,

赋予概念
,

然后再以新的方式重

新组合起来的操作化过程
。

登录的 目的是从

资料中发现概念类属
,

对类属加以命名
,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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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属的属性 和维度
,

然后对研究的现象加 以

命名及类属化
。

开放式登录的过程类似一个

漏斗
,

开始时登录的范围比较宽
,

随后不断地

缩小范围
,

直至码号出现了饱和
。

在对资料进

行登录时
,

研究者应该就资料的内容询问一

些具体的
、

概念上有一定联系的问题
。

提间的

时候要牢记 自己的原初研究 目的
,

同时留有

余地让那些事先没有预想到的目标从资料中

冒出来
。

在这个阶段研究者应该遵守的一个

重要原则是
:

既什么都相信
,

又什么都不相信

( S t r a u s s ,

19 8 7 : 2 9 )
。

为了使 自己的分析不断深人
,

研究者在

对资料进行开放式登录的同时应该经常停下

来写分析型备忘录
。

这是一种对资料进行分

析的有效手段
,

可以促使研究者对资料中出

现的理论性问题进行思考
,

通过写作的方式

逐步深化 自己 已经建构起来的初步理论
。

这

一轮登录的主要 目的是开放对资料 的探究
,

所有的解释都是初步的
、

未定的
。

研究者主要

关心 的不是手头这个文本里有什么概念
,

而

是它可以如何使探究深人进行
。

在进行开放式登录时
,

可以考虑以下一

些基本的原则
:

l) 对资料进行仔细的登录
,

不

要漏掉任何重要 的信息
;
登录越细致越好

,

直

到饱和
; 如果发现了新的码号

,

应该在下一轮

进一步收集原始资料
。

2) 注意寻找当事人使

用的词语
,

特别是那些能够作为码号的原话
。

3) 给每一个码号进行初步的命名
,

命名可以

使用当事人的原话
,

也可 以是研究者 自己的

语言
,

不要担心这个命名现在是否合适
。

4) 在

对资料进行 逐行分析 时
,

就有关的词语
、

短

语
、

句子
、

行动
、

意义和事件等询问具体 的问

题
,

如
:

这些资料与研究有什么关系 ? 这个事

件可以产生什么类属 ? 这些资料具体提供了

什么情况 ? 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 5) 迅速

地对一些与资料有关的概念 的维 度进行分

析
,

这些维度应该可以唤起进行比较的案例
;

如果没有产生案例
,

应该马上寻找
。

6) 注意列

出来的登录范式 中的有关条目
。

2
.

二级编码 (关联式登录 )



二级编码 (又称关联式登录或轴心登录 )

的主要任务是发现和建立概念类属之间的各

种联系
,

以表现资料中各个部分之间 的有机

关联
。

这些联系可以是 因果关系
、

时间先后关

系
、

语义关系
、

情境关系
、

相 似关系
、

差 异关

系
、

对等关系
、

类 型关系
、

结构关系
、

功能关

系
、

过程关系
、

策略关系等
。

在轴心登录中
,

研

究者每一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
,

围

绕着这一个类属寻找相关关系
,

因此称之为
`

轴心
” 。

随着分析的不断深人
,

有关各个类属

之间的各种联系应该变得越来越具体
。

在对

概念类属进行关联性分析时
,

研究者不仅要

考虑到这些概念类属本身之 间的关联
,

而且

要探寻表达这些概念类属的被研究者的意图

和动机
,

将他们的言语放到当时的语境 以及

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
。

每一组概念类属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 以

后
,

研究者还需要分辨其中什么是主要类属
,

什么是次要类属
。

这些不同级别的类属被辨

别出来 以后
,

研究者可 以通过 比较的方法把

它们之间的关系连结起来
。

当所有的主从类

属关系都建立起来之后
,

研究者还可 以使用

新的方式对原始资料进行重新组合
。

为了发

现 目前这些分析方式是否具有实践意义
,

研

究者还可 以在对各种类属关系进行探讨 以

后
,

建立一个以行动取向或互动取 向为指导

的理论建构雏形
。

这种理论雏形将分析的重

点放在处理现实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上面
,

其理论基础是当事人的实践理性
。

3
,

三级编码 (核心式登录 )

三级编码 ( 又称核心式登录或选择式登

录 ) 指的是
:

在所有已发现的概念类属中经过

系统的分析 以后选择一个
“

核心类属
” ,

分析

不断地集中到那些与核心类属有关的码号上

面
。

核心类属必须在与其他类属的比较 中一

再被证明具有统领性
,

能够将最大多数的研

究结果囊 括在 一个 比较宽泛 的理论 范围之

内
。

就像是一个鱼网的拉线
,

核心类属可以把

所有
一

其他 的类属患成一个整体拎起来
,

起到
“

提纲掣领
”
的作用

。

归纳起来
,

核心类属应该

具有如下特征
:

l) 核心类属必须在所有类属

中占据 中心位置
,

比其他所有 的类属都更加

集中
,

与最大数量的类属之间存在意义关联
,

最有实力成为资料的核心
。

2) 核心类属必须

频繁地出现在资料中
,

或者说那些表 现这个

类属的指标必须最大频度地出现在资料 中
;

它应该表现 的是一个在资料 中反复出现 的
、

比较稳定的现象
。

3) 核心类属应该很容易地

与其他类属发生关联
,

这些关联不应该是强

迫的
,

应该是很快就可以建立起来的
,

而且相

互之间的关联内容非常丰富
。

4) 在实质性理

论中一个核心类属很容易发展成为一个更具

概括性的理论
; 在发展成为一个形式理论之

前
,

需要对有关资料进行仔细的审查
,

在尽可

能多的实质理论领域进行检测
。

5) 随着核心

类属被分析出来
,

理论便 自然而然地往前发

展出来了
。

6) 由于不断地对核心类属在维度
、

属性
、

条件
、

后果和策略等进行登录
,

因此其

下属类属可能变得十分丰富和复杂
,

寻找 内

部变异是扎根理论的一个特点
。

在 核心登录 阶段
,

研究 者应该 经常 问
:

“

这个 (些 )概念类属可 以在什么 概括层面上

属于一个更大的社会分析类属 ? 在这些概念

类属 中是否可 以概括 出一个 比较重要 的核

心 ?我如何将廷些概念类属串起来
,

组成 一个

系统的理论构架 ? ”

这个时期研究者写的备忘

录应该更加集中
,

针对核心类属的理论整合

密度进行分析
,

目的是对理论进行整合
,

直至

取得理论的饱和和完整性
。

核心类属被找到

以后
,

可 以为下一步进行理论抽样 和资料收

集提供方向
。

核心式登录的具体步骤是
:

1) 明确资料

的故事线
; 2) 对主类属

、

次类属及其属性和维

度进行描述
; 3) 检验已经建立的初步假设

,

填

充需要补充或发展的概念类属
; 4 )挑选 出核

心概念类属 ; 5) 在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

建立起系统的联系
。

如果我们在分析伊始找

到了一个 以上的核心类属
,

可以通过不断 比

较的方法
,

将相关的类属连接起来
,

剔除关联

不够 紧密的类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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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上述三级编码的

过程
。

在我对一些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的

跨文化人际交往活动及其意义解释进行研究

时 ( 1 9 9 8 )
,

我对资料进行了逐级 的登录
。

首

先
,

在开放式登录中
,

我找到了很多受访者使

用的
“

本土概念
” ,

如
“

兴趣
、

愿望
、

有来有往
、

有准备
、

经常
、

深人
、

关心别人
、

照顾别人
、

管
、

留面子
、

丢面子
、

含蓄
、

体谅
、

容忍
、

公事公办
、

J

清感交流
、

热情
、

温暖
、

铁哥们
、

亲密
、

回报
、

游

离在外
、

圈子
、

不安定
、

不安 全
、

不知所措
、

大

孩子
、

低人一等
,

民族 自尊
、

不舒服
”

等
。

然后
,

在关联式登录中
,

我在上述概念之间找到了

一些联系
,

在七个主要类属下面将这些概念

连接起来
: “

交往
、

人情
、

情感交流
、

交友
、

局外

人
、

自尊
、

变化
” 。

在每一个主要类属下面又分

别有相关的分类属
,

比如在
“

人情
”
下面有

“

关

心和照顾别人
、

体谅和容忍
、

留面子和含蓄
”

等
;在

“
局外人

”
下面有

“

游离在外
、

圈子
、

不知

所措
、

不安定
、

不安全
、

孤独
、

想家
、

自由和 自

在
”
等

。

最后
,

在所有的类属和类属关系都建

立起来以后
,

我在核心式登录的过程 中将核

心 类属 定为
“
文化 对 自我 和人我关 系的建

构
” 。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对原始资料进行进一

步的分析以后
,

我建立了两个扎根理论
:

1) 文

化对个体的 自我和人我概念以及人际交往行

为具有定 向作用
; 2) 跨文化人际交往对个体

的自我文化身份具有重新建构的功能
。

4
.

一个分析实例

下面
,

让我借用斯特劳斯在 《为社会科学

家提供 的质的分析 》 ( 1 9 8 7 :

12 一7) 一 书中提

供的一个实例来展示扎根理论方法分析资料

的过程
。

假设研究的问题是
: “
在医院里使用机器

设备是否会 (以及如何 )影响医务人员与病人

之间的互动 ? ”
我们在病房里看到很多机器设

备被连接在病人身上
,

现在我们可 以形成一

个 初步的类属—
“

机器
一

身体连接
”

— 来

表示这个现象
。

根据观察的结果
,

我们初步决

定将机器分成两大类
:

连接病人身体外部 (如

皮肤 ) 的机器
; 连接病人身体内部 (如鼻子

、

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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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

肛 门
、

阴道 )的机器
。

这个 区分引出了
“
机

器
一

身体
”
这一类属 的两个维度

:

内部的连接
、

外部的连接
。

然后
,

我们可以对这些维度进一

步细分
,

比如有关
“
内部的连接

” ,

我们可 以继

续问
: “

这些机器是否给病人带来疼痛 ? 它们

对病人是否安全 ? 是否舒服 ? 是否可怕 ? ”
提

出这些问题时
,

我们可以使用两分法
: “

是
”
或

“

不是
” ,

也可 以使用一个连续 体
,

从
“
强

”
到

“
弱

” 。

当然如此分类不只是来 自我们在实地

收集 的原始资料
,

而且也来 自我们 自己 的经

验性资料 ( 比如
,

人 的这些 内部器官非常敏

感
,

机器连接可能使这些部位感到疼痛
; 那个

从病人肚子里伸 出来的管道看起来很可怕
,

所以这个管道可能不安全 )
。

上述问题涉及到行为或事物 的后果
: “
如

果这个东西看起来 如此
,

那么它可能会带来

危害生命的后果吗 ? ”

此时
,

我们还可以加人

一些其他的具体条件
,

如
:

如果病人移动得太

快
,

或者他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
,

或者这个管

子掉出来了
、
他的身体发炎了

,

在这样的情况

下他的生命会受到威胁
。

我们也可以就医务

人员使用的策略发问
: “
为什么他们把管子这

么插着
,

而不那么插着 ?’’ 或者就病人使用 的

策略发问
: “

他是否与护士协商使用另外一种

方式 ?
”
我们还可以就双方之间的互动发 问

:

“
当机器连到他身上时

,

他和护士之间发生了

什么事情 ?他们是否事先告诉他了
,

是否给了

他一些警告呢 ? 他们是不是没有告诉他就这

么做了
,

结果他感到很惊恐呢 ?" (最后这个问

题也是涉及到双方互动所产生的结果
。

)

这些问题被给予初步的回答 以后
,

我们

就可以开始形成一些假设了
。

有的假设还需

要进一步通过观察或访谈进行检验
,

但是现

在我们可以比以前比较有针对性地进行观察

和访谈了
。

我们也许会发现一个连接病人鼻

子的管道虽然不舒服
,

但是很安全
。

因此
,

我

们可以就这一点进行访谈
。

如果我们希望对
“
导致不安全的条件

”
继续进行探询

,

我们可

以问护士
: “

在什么时候这些连接对病人来说

不安全 ? ”
我们也可以注意观察当病人的鼻子



被机器连接变得不安全时
,

有什么条件出现
,

比如连接突然断 了
,

或者连接 的方式出了 问

题
。

这一思考线索可 以进 一步导引我们对维

度进行细分
,

提 出更多的问题
,

形成更多初步

的假设
。

比如
,

对那些 比较容 易脱落的机器连

接
,

我们可以问
: “

它们是如何脱落的 ?是因为

事故
、

疏忽
,

还是故意的 ( 比如病人感到恼怒
、

不舒服或害怕时 自己拉掉的 ?) 护士使用 了什

么策略和技巧尽
一

可能避免或预防脱落 ? 给予

特殊照顾 ? 警告病人不要乱动 ? 强调个人的

安全取决于不论多么疼都不要动或者不要拉

断连接 ?或者通过
`

合作
’

的方式
,

保证只连接

几个小时 ?或者定期地移走机器
,

使他们放松

一下 ? ”
上述这些 问题

、

假设和区分不一定
“

属

实
” ,

但是如果
“
属实

” ,

我们就可 以进一步就

此进行探究
,

找到
“

是一不是一可能
”
和

“
为什

么
” 。

显然
,

我们最终总是要 问更多的有关条

件和后果的问题的
,

这些 问题不仅涉及到病

人本人
,

而 且还有 病人的亲属
、

护 士
、

不同的

工作人员
、

病房 的功能
,

可能还会问到对某些

机器部位的重新设计
。

上述 比较有针对性的探究会 自然地引导

我们追问
: “

我可 以在哪里找到
`
X

’

或
`
Y

’

的

证据 ?
”

这个问题提 出的是
“

理论抽样
”
的问

题
。

通过前面的调查
,

现在我们开始为自己初

步出现的 (也许是十分原始的 )理论寻找有关

的人群
、

事件和行动作为抽样的依据
。

对于研

究新手来说
,

这个抽样通 常是 隐蔽地在 比较

的活动 中进行的
,

主要是 对不 同的子维度进

行对比
。

受到上述理论的 导引
,

我们还可 以更加

广泛地进行抽样
。

比如
,

就其他机器的安全和

舒适程度进行抽样
,

看这些机器是否与人的

身体相连
,

如 X 光设备
、

飞机
、

烤面包机
、

锄

草机或那些受雇在街上打破水泥路面的工人

手中的机器震动时对身体的震荡
。

这么 比较

不是为 了对所有的机器或安全的 /危险的机

器形成一个概括性的理论
,

而是为 了给在 医

院环境下使用 医疗设备的有关理论提供理论

敏感性
。

我们的外部抽样是与内部抽样紧密

相联系的
。

当然
,

这些 比较也可以从我们 自己

的 其他经 验资料 中获得 (即所谓 的
“

逸事 比

较
”

)
,

比如我们 自己与机器有关的个人经历
、

观看别 人使用机器
、

自己阅读有关机器的小

说
、

自传或报告文学等
。

本文着重介绍 了质的研究中扎根理论的

方法
,

特别是其基本思路和操作程序
。

在质的

研究 中存 在很 多其他不 同 的建 构理论的方

式
,

研究者个人所受训练的流派不同
、

看 问题

的方式不同
、

研究的情境不同
,

都可 能采取一

种不 同的对待和处理理论的方式
。

因此
,

读者

在考虑理论建构 的问题时
,

需要采取一 种开

放
、

灵活的态度
。

参考文献

陈向明 ( 1 9 9 8 ) : 《旅居者 和
“

外国人
”

— 中国 留

美学生跨文化人际交往研究 》
,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

社
。

G
e e r t z ,

C
.

( E d
.

)
.

( 1 9 7 3 )
.

T }
、 e I r l t e r p r e t a t io n o f

C
u

l t u r e s
.

N
e w Y o r

k
:

B a s i e B o o
k

s
.

G l
a s e r ,

B
.

( 1 9 7 8 )
.

T h e o r e t i e a ! S
e n s i t iv l t y

.

M Il l

V
a

ll
e y

:

S
o e i o lo g y P r e s s

.

G l
a s e r ,

B
.

( 1 9 8 2 )
.

G
c n e r a t i n g F o r m a i T h

e o r y
.

I n
R

.

G
.

B u r g e s s ( E d
.

)
,

F ie
l d R

e s e a r e h
:

A S
o u r e e

B o o
k

a n d F ie
l d M

a n u a
l

.

l o n d
o n :

G
e o r g e

A l le n
乙

U n w i n ( P u
b li

s
h

e r s ) L t d
.

G l
a s e r ,

B
.

& S t r a u s s ,

A
.

( 1 9 6 5 )
.

A w a r e n e s s o f

D y i n g
.

C h i e a g o :

A ld i n e
.

G l
a s e r ,

B
.

& S t r a u s s ,

A
.

( 1 9 6 7 )
.

T h
e

D i s e o v e r y

o
f G

r o u n d e d T h e o r y :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Q u a
l it a t i v e R e -

s o a r e h
.

C h i e a g o :

A l d in e
.

G l
a s e r ,

B
.

邑 S t r a u s s ,

A
.

( 1 9 6 8 )
.

T i m e
f

o r D y -

in g
.

C h i e a g o :

A ld i n e
S t r a u s s ,

A
.

( 1 9 8 7 )
.

Q u a
l i t a t iv e

A n a
ly

s i s f o r
S o e ia

l S e ie n t is t s
.

C a m b r id g e :

C
a m

-

b r
id g e U n i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S t r a u s s ,

A
.

& C
o r

b in ,

J
.

( 1 9 9 0 )
.

B
a s ie s o f Q

u a
l it a t iv e R e s e a r e h :

G
r o u n d e d

T h e o r y P r o e e
d u r e s a n d T

e e
h n i (一u e s ,

N
e w b

u r y P
a r k

;

S a g e
.

作者工作单位
:

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邮编
:

1 0 0 8 7 1

( 责任编辑 雷 实 )

6 3



d e n t s i n

a t t i t u d e s

s P e e 一a l s e h o o ls a n d f l n d

o f P a r e n t s t o w a r d s t h e

o u t a p p r o p r i a t e m e t h o d s t o e v a l u a t e t h e n e e
d s a s w e l l a s

n e e e s s i t y a n d e f f ie i e n e y o f t h
e e v a l u a t i o n

.

2
,

d is e u s s t h e

t h e

C U T一

r e n t s i t u a t i o n o f t h e f a
m i l ie s w i t h d i s a b i l i t 一e s i n C h i n a a n d h o w t h e y g e t a s s i s t a n e e

.

T h e r e -

s e a r e h s 以 b j e e t s i n e l u d e 2 7 6 f a
m i l i e s w h o h

a v e e h i l d r e n w i t h v i s u a l
,

h e a r i n g i m p a i r
m

e n t s o r

m e n t a l r e t a r d a t i o n f r o m g r a d e s l t o 9
.

T h e r e s e a r e h i n s t r u m e n t 15 T h e Q u e s t i o n n a ir e f o r F a m i
-

l y N e e d s o f S t u d e n t s i n S p e e i a l S e h o o l s
.

F r o m S e g r e g a t i o n t o I n e l u s i o n 一 一 C o n s i d e r a t i o n s o n P a r a d i g m S h i f t s o f S P e e i a l

E d u ca it o n in ht e U in et d tS at e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 e n g M
e n g (生1 )

A s o n e o f t h e e a r l i e s t n a t i o n s t o a d v o e a t e e h a n g e s o n s p e e i a l e d u e a t i o n i n t h e w o r
l d

.

t h e

U n i t e d S t a t e s d e v e l o p e d a v a r i e t y o f p a r a d ig nr
s f r o m S e g r e g a t i o n t o M a i n s t r e a

m
l n 只 t o I n e l 、 z

5 i v e E d u e a t i o n
.

T h is p a p e r d i s e u s s e s t h e m a l n s p l r 一t a n d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e s o f e a c h p a r a d l g n l

w e l l a s

f o r t s t o

b a e k g r o u n d s a n d m o t i v e s t o p r o n 飞o t e o
h a n g e s

.

A l s o ,

t h e p a p e r i n t e xl d s t o

a p p l y I n e l
u s l 、 了

e i d e o l o g y t o 1 1飞。 。 c t t , : 1 s p e e i a l e d u e a t i o n p r a e 屯l e e s I n ( }1 1 n a
.

1 fl l t l a 1 C

B e h a v i o r f o r h e l P i n s t u d e n t l e a r n i n g P I
·

o e e s s : r e s e a r e h o n a e o g n i t i v e s t r a t e g y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 h
e n Z i1l xl a( 4 8)

T h e a r t ze a l i n t r o d
以 e o s a n d a r l a l y s e s

b o h a 、一 o r f o r h e l p a n d , t s k e y f a e t o r s in s t u d o n 门 e a r r l

i n g p r o e e s s , s u e l飞
a s e o n e r e t e p s y e l飞o l o g l c a l r 。 : 、 o n s

O

g o n e r a l n : e n t a l p r o e e s s , n e e d s f o r
}
飞e l p

, a ,

t i t u d e t o w a r d s
h e l p

.

s e l f
一 e 、 a l u a t l o n o f

e o g n l t l、
,

e s k l l l s
.

a n d 5 0 o n
.

F r o m t h i s a r t i e l e

a r e

a w a r e o f f r o n t l e r
k n o w l e d g e o f t h i s

k i n d o f
r e s e a r c

h i n f o r e 一g n e o u n t r l e s
.

a n d h
e lp d s

1 1 1 〕

p
r o v e p

r a e t i e a
l t e a e h z n g 、 v o r k I n s e h o o l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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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r o u n d e d t h e o r y :
i t s t r a i n o f

G r o u n d e d t h
e o r y s t r e s s e s

t h o u g ll t a n d m e t h o d s
· · · · · · · · · · · · · · · · · ·

… … C h e n X i a n g m i n g ( 5 8 )

t h o
p o 一n 飞飞h a t t h e o r y m

u s t e o m
e

f r o m d a t a
.

I t s o p e r a t i o n a l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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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o n : p a r e d a t a a n d e o n e e p t s e o n t i n o o lt s

y
; t h i r d

·

e s t a b l i s h t h e e o n n e e t i o n a m o n g c o n c e p t s :
f o u r t h

.

e n e o d e d a t a :
f l f t h

.

e o n s t r u e t a t h e o -

r e l a t i v e i n d e P e n d e n e e o f e d u e a t i o n · · · · · · · · ·

… … B ia M in g ial
n g ( 9 )

ofset h e n a t U r e Z h
e n g S a n y u a n ,

P a n g I i z u a n ( 2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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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o r e t i e a l b a

e u r r i e u l u m

f o r t r a i n i n g a l 】】】S i n s P e e i a l e d u e a t i o n · · · · · · · · · · · · · · ·

… … L u iZ lz lo u ( 3 7 )

A n o v e r v i e w o f t h e t h e o r y o f e o g n i t i
、℃ l o a d … … Z h a n g H iu

,

Z an g F an ( 生劝

S t u d e n t P s 》 e h o l o g i e a l q u a l i t y
: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 o s a n d s t r u e t u r e

P s y e h o l o g i e a l q u a l i t y : s o u r c e o f e v e r b o d y
’

5 i n n e r b a l a n e e

1 i u
H 以 a s h a n ( 5 2 )

H u J i a n g x i a ( 5 4 )

E x P e r i m e n t s f o r t e a e h i n g r e f o r m i n S i n g a P o r e a n d H o n g k o n g ·

” ”
· · · · · · · , · ·

… iJ n g M in ( 6 4 )

M
o d e r n e d e u a t i o n a l e v e n t s i n f o r e i g n e o u n t r i e s Y a n g H a n l i n ,

X l o n g S h i k u i ( 6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