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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在中 国教育研究 中 的运用探索

陈 向 明

（ 北 京大 学 教育 学 院 ，北 京 1 0 0 8 7 1
）

摘 要
“

扎根理论
”

自 1 9 6 7 年被 两位 美 国 学者格拉斯和施 特 劳斯提 出 来之后
，

在社会科 学研 究界产 生 了 很大的 影 响 ，在 过去近 半个世 纪也 经 历 了 一 些概念 、技术乃

至 范 式方面 的 变迁 。 然 而
，
这种研究 路径到底有什 么 独特之处 ？ 是在什 么 背 景下 提 出

来的 ？ 具体如何操作 ？ 能 够 为 我 国 当 前 的 教 育研 究 提供什 么 洞 见 ？ 在 我 国 独特 的 学

术环境 中 面 临什 么挑战 ， 需要什 么 本土化调适 ？ 这正是本 文意 图探讨 的 问 题 。 本 文首

先介 绍扎根理论的 定义 、提 出 的 背 景 以及 基本操作步驟和 方 法 ；
然 后 通过一 个来 自 中

国课堂 的教 学 实例
，
管 窺扎根理论研究 的 一种 可能样 态

；
最后 结合一个教 学 案例 ，探讨

扎根理论对于 当 前我 国教育研究 的 意义 、 限庋以 及本土化调适 的 可能性 。

关键 词 扎根理论 ；研 究路径
；
生成理论

；
理论性抽样

；
理论性饱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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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 （ ｇｒｏｕｎｄｅ
ｄｔｈ ｅｏｒ

ｙ ） 是 由两位美 国学者格拉斯 （
Ｂａｒｎ ｅｙ

Ｇｌａｓｅｒ ） 和施

特劳斯 （ Ａｎｓｅ ｌｍＳｔｒａｕｓ ｓ
） 在 1 9 6 7 年出版的合著 《扎根理论的发现》 （

Ｄｉｓｃｏ ｖｅｒｙ

ｏ／ ＧｎｍｍｋｄＪＴｍｒｙ ） 中首次提出 的 。

［ Ｕ
此后

，在近半个世纪的发展过程 中 ，两位学

者 以及他们的学生对这种研究路径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①做 了
一些修改 。 然而 ，

这种研

究路径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 ？ 是在什么背景下提 出 的 ？ 具体如何操作 ？ 能够

为我 国 当前的教育研究提供什么洞见 ？ 在我 国独特 的学术环境中面临什么 挑

战 ，需要什么本土化调适 ？ 这是本文试图 回答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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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有关质性研究的分类
，
可谓仁者见 仁 ，智者 见智 。 有学者认 为质性研究可 以 分成如 下

“

取径
＂

（ ａｐｐ
ｒｏａｃｈ ，为 了符合大陆研究 界的习惯 ，

本 文将这个词 翻译 为
“ 路径

”

） ：历史 研究 、 民族 志研究 、个案研

究 、现象学研究 、传记研究 、
扎根理论研究 、行动研究 （ 参见 潘慧玲 ：

《教育研究 的取径 》 ，
华 东师 范大学出

版社
，
2 0 0 5 年版第 1 1 1 

一

3Ｍ 页 ）
。 我认为

，
个案研究 和行动研究既可 以使用质性方 法 ，

也 可 以使用 定量

方法 ， 不应 为质性研究所专属 。 与此 同时 ，叙事探究 （ 与前述传记研究类似 ） 和话语 分析 （ 也可使用 定量

方法
）
晚近发展很快 ，已成 为质性研究的重要路径 。 虽然扎根理论 的创始人认为 ，如果生成理论需要 ，

也

可以使用定量数据 ，
但迄今为止

，
扎根理论主要使用 的还是质性资料 ， 因其具有更加灵 活 、丰富 、便于收集

等特点 。 鉴于此 ， 本文将扎根理论定位为质性研究 的一种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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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 以探讨上述问题 ，
主要 出 于如下两方面的考虑 。 其一 ， 这种研究路径

在社会科学研究界 （包括教育研究界 ） 具有很大 的影响力 。 在质性研究 的各种

路径中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 ，除了 民族志之外 ，扎根理论是最早且最具影 响力

的研究路径 。 其他路径 （如现象学 、传记研究 、叙事探究 、话语分析等 ） 都是晚近

兴起的 ，
而且 （除了现象学 ） 都可 以将扎根理论作为

一

种分析资料的方法 。 其

二
，我国的一些教育学者 （ 比如我 ）在使用扎根理论路径开展研究以及教授研究

方法课程 时 ，发现存在不少局限性 。 例如 ，扎根理论 的主 旨是生成 （ ｇ
ｅｎｅｍｔｅ

） 理

论 ，
因此完全不讨论提出研究 问题和设计概念框架 ，

也很少讨论收集资料 的具

体技术 ，
更不提及研究者身份 、 研究关系 及其对研究 的影 响等伦 理道德 问 题 。

而这些问题是我国教育研究界和研究方法课程非常重视的 内容 ，具有重要的社

会文化意涵 。 因此 ，需要针对我 国教育研究 的现状和要求 ， 对扎根理论的适切

性进行探索 。

本文首先介绍扎根理论的定义 、提出 的背景 、基本操作步骤和方法 ； 然后 ，

通过一个课堂教学实例 ，管窥扎根理论研究运用于我 国教育研究的一种可能样

态
；
最后

，针对这个教学案例 ，探讨扎根理论对 于当前我 国教育研究 的意义 、 限

度以及本土化创新的可能性 。

一

、 什 么是扎根理论

扎根理论是一种研究路径 ，而不是
一种实体 的

“

理论
”

。 其要义可 以被总

结为 ： 研究的 目 的是生成理论 ，而 理论必须来 自 经验资料 （ ｅｍｐｉｒ ｉｃａ ｌｄａｔａ ）
；
研

究是
一

个针对现象 系统地收集和分析资料 ，从资料 中发现 、发展 和检验理论

的过程 ；
研究结果是对现 实的 理论呈现 ；

通过 系统 的 资料收集 和分析程 序而

被发现 的理论被称为扎根理论 。

Ｕ ］

扎根理论研究者喜欢分析胜过描述 ，喜欢

新鲜 的概念类属 （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 即在
一个更抽象层 次上组合起来的 概念群 ）

①胜过

预先设定 的观 点 ， 喜欢系 统聚 焦 的 、连 续 收集 的 资料胜过大量 同 时 收集 的

资料 。

［
3

］

（

－

） 扎根理论提 出的背景

扎根理论 的 提 出
，
源 于两 位创 始人对 当 时美 国 社会学界 三种倾 向 的 批

评 。

［

4
］

其一 ， 大部分学者照搬学术大师的
“

宏大理论
”

（ ｇ
ｒａｎｄｔｈｅ ｏｒ

ｙ ） ，使用逻辑

＜Ｄ 有关扎根理论 的重要 概念 ， 中 国大陆和台湾地 区的翻译有所不同 。 如ｃａ ｔｅｇｏｒｙ： 大 陆学者通常 翻

译为
“

类属
”

（或
“

类别
”

）
，
台湾学者则翻译为

“

范畴
”

、

“

类 目
”

；
ｄ

ｉ
ｍ ｅｎｓｉ ｏｎ

： 大陆翻译 为
“

维度
”

，
台 湾 翻译

为
“

面向
”

； ｐａｒａｄｉ
ｇｍ ：大陆翻译为

“

范式
”

，台 湾翻译为
“

典范
＂

；
ｔｈｅ ｏｒｅｔｉｃａ ｌｓｅｎｓｉ

ｔ
ｉｖｉ ｔｙ ：大 陆翻译为

“

理论敏感

性
”

，
台湾翻译为

“

理论触觉
”

； ａｘ ｉａｌｃｏ ｄ ｉｎｇ ：
大陆 翻译成

“

轴心 编码
＂

， 台 湾翻译成
“

主轴编 码
＂

。 为 了统一

译名
，
本 文一律采用大陆通用 的译法 ，

在引用 台湾 文献时也做 了相 应改动 。 另外 ， ｐ ｒｏｐｅｒｔｙ
—词 大陆和 台

湾都翻译为
“

属性
”

（
或

“

特征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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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绎的方法 ，通过经验研究对其进行验证或局部修正 ， 结果导致
“

理论资本主

义
”

的形成
（ 即极少数学术大师垄断了理论 的生产 ，

而大部分学者沦为验证学术

理论的
“

无产阶级
”

） 。 其二 ，绝大部分民族志研究局限于对现象进行
“

印 象式
”

描述
，
缺乏足够 的理论提升 ，

导致研究结果稀松 、平淡 ，
难 以与学术界其他理论

对话 。 其三 ，

一些研究虽然提 出 了理论 ，但只 是粗略地对经验资料进行理论分

析 ，没有介绍理论生成的方法 、步骤和过程 。 因此
，扎根理论路径希望在理论与

资料的鸿沟之间架起桥梁 ，在经验资料 、 已有文献和研究者个人经验的基础上 ，

通过系统地收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生成扎根理论 。

为了将理论与经验事实联系起来 ，扎根理论路径只 生成
“

中 层理论
”

’
即 位

于有关 日常生活的较小的
“

工作假设
”

（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ｈ
ｙｐｏ ｔｈｅｓ ｉｓ

） 与无所不包的
“

宏 大

理论
”

之间的理论。 扎根理论路径生成 的 中层 理论包括两类 ：

“

实质 理论
”

与
“

形式理论
”

。 前者涉及一个实质领域 ，
即对某

一

特定情境下某
一现象的研究所

获得的理论 ，如病人护理 、种族关系 、专业教育 、少年犯罪 、研究机构等 。 后者跨

实质领域 ，
即对许多不同类型的情境下某一现象 的研究所获得的理论 ， 如污名

化 、越轨行为 、正式组织 、社会化 、权威和权力 、奖励制度 、社会变迁等 。

［

5
］ 在格拉

斯看来 ，扎根理论路径归 根结底要做 的是 ：
呈现行动者在处理某个问题时的 行

为变异 （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
，
找到各种行为模式 （ ｐ

ａｔ ｔｅｒｎ ） ，并将这些模式用理论的形式表

达出来 。

［

6
］

（
二

） 扎根理论的实操要求和步骤

扎根理论研究的实践有如下要求
［

7
］

：

1
． 资料收集 、资料分析和理论生成同

时进行 ；

2
． 从经验资料而不是从预想的 、 逻辑演绎的假设中形成代码 （

ｃ ｏｄｅ
） 和

类属 ；
3

． 保持理论敏感性 ，对事件与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 的关系 不断提问 、 比

较 ；

4 ． 为了理论生成的 目 的进行抽样 ，抽样的单位是概念 ，而不是人 、地点或事

件 ，不必按照人 口学变量进行抽样 ；

5 ． 类属需要达到理论性饱和 ，
即属性基本齐

全
，
再收集资料会出现重复 ；

6
． 研究伊始尽量不要带有前设 ，

在形成独立 的结论

之前 ，不要阅读本实质领域的 文献 ；
7 ． 通过编码 、写备忘录和画 图表来完善类属

和类属之间的关系 ，形成初步假设 ，最后进行理论整合 （ ｉ
ｎｔｅｇ

ｒａｔｉｏｎ ） 。

扎根理论中 的
“

编码
”

指的是
，
通过将事件与事件 、事件与概念、概念与概念

之间进行连续比较 ，对资料进行概念化 ，
以形成类属及其属性 （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 即类属

的性质和特点 ） 。

［
8

］

由 于研究 旨 趣不同 ， 格拉斯与施特劳斯 的编杩方式有所 不

同
：前者只有两级 ， 即 开放编码和选择 编码 ；

后 者有 三级 ， 即 开放编码 、轴心编

码 、选择编码。 施特劳斯的质性研究背景使他 以资料分析过程为重 ，他认为诠

释资料本身才是研究 的主要 目 标 。

［
9

］

而格拉斯认为 ，
施特劳斯 的分析过于破碎 、

散漫 ，而且预设了编码类型 。 定量研究 的背景使他致力于发展形式理论 ，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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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表述的简洁 、应用范围 的广泛 。

［
ｕ ）

］

在开放编码 中 ，研究者需要悬置前设 ，凭着理论敏感性开放地挑选资料 ，将

资料掰开 ，检视 ， 比较 ，概念化 ，类属化 。 代码可以是被研究者使用的 鲜活的本

土概念 （ ｉｎｖｉｖｏｃ ｏｄｅ ） ，也可以是 能够表达资料 内容 的学术概念 ， 即可 以结合文

化主位与文化客位的视角 。

［
1 1

］施特劳斯还提出 了
一

些 比较资料 的方法
［

1 2
］

，如丢

铜板 （ ｆｌｉ
ｐ

－

ｆｌｏｐ ） ， 即想象
一

个概念的极端反例以刺激思考 ；极远比较 （
ｆａｒ

－

ｏｕｔｃ ｏｍ
？

ｐａｒｉｓｏｎ
） ，
即找

一

个与本领域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进行 比较 ，然后再 回到资料获得

新 的感悟
；
摇红旗 （

ｗａｖ 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ｄｆｌａｇ ） ，
即始终对字词和片语保持怀疑 ，进行深

入检视 。

？

施特劳斯的轴心编码是在开放编码 的基础 上 ， 形成类属 、属性和维度 （
ｄｉ ？

ｍ ｅｎｓ ｉｏｎ
，即属性在

一

个连续统 ，如强度 、频率上的定位） ，发展并检验各类属之间

的关系 。

ｎ 3
］

在此阶段 ， 施特劳斯 还提 出 了
一个编码范式模式 （

ｃｏｄ ｉｎ
ｇｐａｒａｄ

ｉ

ｇｍ

ｍ ｏｄｅ ｌ
） ，将不 同类属按照 事情发展 的通 常顺序联结起来 ： （

Ａ
） 因果关系

——

（
Ｂ

） 现象—— （
Ｃ

） 情 境—— （
Ｄ

） 中 介 条件—— （
Ｅ

） 行 动／互 动 策 略——

（
Ｆ

） 结果 。

［

1 4
］

选择编码即在所有类属 中选择一个核心类属 （
ｃｏｒｅｃａｔｅ

ｇ
ｏｒｙ ） ，其他类属则

成为支援类属 （ ｓｕｂｓｉｄ ｉａ ｒｙｃａ
ｔｅ
ｇｏｒｙ ） ，然后通过一个整合 图式 （

ｉｎｔｅ
ｇｒａ

ｔｉｎ
ｇ

ｓｃｈｅｍｅ
）

或故事线 （ ｓｔｏ ｒｙｌｉｎｅ ） ，将各种理论要素 （类属 、属性 、假设 ）整合起来 。

［
1 5

］

核心类

属指的是 ，能够将所有其他类属整合入内 的中心概念 ，在资料中频繁出现 ，
很容

易与其他类属相联 系 ， 能够包容最大限度 的 变异 ， 而且有发展 为扎根理论 的

潜能 。

除了 三级编码 ，施特劳斯还提出 了一个
“

条件 ／结果矩阵
”

，意在 区分并连结

条件和结果的各种层 次 ， 如个体行动 、人际互动 、 组织 、社 区 、 国 家 、 国际等 。

［

1 6
］

这些层次表现为一个同心 圆
，个体行动的 原始资料被概念化之后 ，被置于

一层

层相互影响的行动系统 中 。 如此 ，分析就不只是停 留在徽观层次 ，
而且兼顾 了

各类中观和宏观条件，

由 于学界对扎根理 论研究提 出 了 过于技 术化 、过于
“

后实证主义
”

的 批

评
［

1 7
］

，
1 9 9 6 年施特劳斯去世之后 ，科尔宾对她与施特劳斯合著 的 《质性研究 的

基础》进行了三次修订 。 受到建构主义和后现代思潮 的影 响 ，她在 2 0 0 8 年出版

① 格拉斯对这些技术都表示 怀疑 ，
认 为与其如此泛泛地分析资料 ，不如根据理论 生成 的需要 ，

有针

对性地对资料进行编码
，
直至类属达到理论性饱 和为止 。 参见 ： Ｇｌ ａｓｅｒ ，

Ｂ ． （ 1 9 9 2
）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ｖｓ
ｆｏｒｃｉｎｇ ，

Ｂａｓ ｉｃｓｏｆ ｇｒｏｕｎｄｅｄ 
ｔ
ｈｅｏｒｙ

ａｎａ
ｌｙｓ ｉｓ ．Ｍｉ

ｌｌ Ｖ ａｌｌ ｅ
ｙ ：Ｓｏｃ ｉｏｌｏｇｙ Ｐ

ｒｅ ｓｓ
，
 4 9 －

6 0 。

② 格拉斯对施特劳斯提出的编码范式模式 和条件／结果矩 阵都表示了质疑
，
格 拉斯认为 它们带有

过于 固定的前设
。
参见 ： Ｇｌ ａｓｅｒ

，Ｂ
．（ 1 9 9 2 ）

．Ｅｍｅ ｒｇ
ｅｎｃｅｖｓ ｆｏｒｃｉｎｇ ：Ｂａｓ ｉｃｓｏｆｇｒｏ ｕｎｄｅｄ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ａ

ｌ
ｙｓｉ

ｓ ．Ｍ ｉｌｌ

Ｖａｌｌｅｙ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 ｙＰｒｅｓｓ ， 6 3
－

6 4 ； 9 6
－

1 0 0 。 但 我在教学 中发现 ， 这些 思路 有助 于初学 者形 成
一些基本 的

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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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三版中 ，除了在章节开篇时保留 了三级编码的概念定义 ，
正文 中不再涉及

具体编码 的程序和技术 ，取 而代之 的是一 系列灵活 、多样的备忘录和概念 图 。

这些备忘录和概念图呈现了作者从事的一项对美国越战老兵的研究过程 ，包括

形成概念 、将情境和过程纳入分析 、整合理论要素等 。

［

1 8
］

这不禁让我们思考 ： 三

级编码是必需的 吗 ？ 在我看来 ，分析的 上限是无止境 的 ，
重要的 是研究是否在

资料的基础上提出 了新颖的理论 ，
理论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研究现象 。

二
、 扎根理论运用 于 中 国 教育研究 的 实例

根据上述对扎根理论的理解
，
下文提供一个将其运用到 中 国教育研究 的实

例 。 在我开设 的
“

教育质性研究方法
”

课上 ，每位同学都被要求独立开展一项小

研究 。 在 1 9 9 9 年的课上 ，有
一

位同学提 出 的研究 问题是 ：
人到 中年为何还来北

大读研 。 他对数位被研究者进行了连续访谈 ，其中一位受访者说的
一段话引起

了大家的注意 。 访谈者当时问受访者 ：

“

你到北大来学习 ， 家里人是如何想的 ？

”

表 1 中左边第
一列是受访者所说的那段话 。 现在

，
我使用扎根理论的方法对这

段话进行
一

个
“

微分析
”

，
以此示例扎根理论运用到我国教育研究领域有可能是

一

种什么样态

上述资料具有中 国社会文化急剧变迁 的时代特征 。 首先 ，
1 9 9 8 年我国高等

教育大规模扩招后 ，
地方高校对教师 的学历有更加明确 的要求 ，

很多教师外出

读研以提高学历水平 。 其次 ， 与之前相比 ， 中 国社会变迁加剧 ，更多人有机会离

开家乡到外地求学和工作 ，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被打破 ；但与此同时 ，
男 主外女

主内 的文化习 俗仍 旧 存在 ，在 受过高等教育 的 群体 中 ，外 出学 习 者更 多的是

男性 。

（

－

） 分析过程

首先 ，我们根据格拉斯的建议？
，
对资料进行

一

个整体性的提 问 ：
这个资料

是一个关于什么 的研究 ？ 回答是 ：
这段资料揭示的是个人事业发展与家庭稳定

之间 的冲突关 系 ，处于人际互 动 的层次 ；但 由 于个体及其家庭都处于 中 国社会

文化变迁的大背景下 ，个体内心的挣扎也反映了时代 的胁迫和文化传统的浸染 。

① 这段资料 曾经在我的课上使用过多次 ，不少 同学为分析提供了洞见 ，特此致谢 。 由 于人数众多
，

恕不一一
■提及 。

② 格拉斯认为可以 提 4 个问题 ，另外 3 个是 ：这个事例指 向 什么类属或什么类属 的什 么属性 ？ 资

料 中到底在发生什么 ？ 处理主要问题 （这个 问题在活动场景中使 生活发生 变异 ） 的基本社会心理过程和

社会结构过程 是什 么样子 ？ 参见 ：
Ｇｌａ ｓｅｒ

，
Ｂ ． （

1 9 7 8
）

．Ｔｈｅｏ ｒｅｔｉｃａｌｓ ｅｎｓｉｔｉｖ ｉ
ｔ
ｙ ，Ｍ ｉ ｌ

ｌＶａｌｌｅ ｙ ：Ｓｏｃｉｏ ｌｏｇｙＰｒｅｓｓ ，

9 3
－

1 1 5
） 。 第 2 个问题在下面的编码过程 中有所体现

，
第 3 个问题在做结论时会 涉及 ，第 4 个问题过于偏

社会学思路 ，
我们没有完全采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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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我们使用施特劳斯 的三级编码方式对资料进行分析 ， 因为它 比格拉

斯的两级编码更加细致 ，层次更加清楚 。 我的 学生都是初学者 ，将编码步骤和

过程尽可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对他们更有帮助 。 在开放编码 中 ，我们尽量悬置

前设 ，保持思维开放 。 在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概念化后 ，形成了如下代码 （ 见表

1 第二列 ） ：家庭负 担重 ，爱人工作忙 ， 小孩小 ， 老人需要照顾 ，家庭 负担变化 ， 全

部靠妻子承担 ，妻子用哭表达歉疚和 担心 ， 丈夫产生歉疚感 ，
主观与客观统一 ，

家一国 同构 ，夫妻间关系伦理 ，个体行动时空感 ， 文化传统影响等 。

在轴心编码阶段 ，
我们在上述代码的基础上 ，形成 了

4 个类属及其属性和

维度 （见表 1 第 三列 ） 。 为 了便 于理解 ， 下面每个类属 后面提供 了 一段文 字

说明 。

类属属性维度

1
） 家庭 负 担变化 妻子 工作 忙一不 忙

孩子小一大

老人需要照顾一不 需要照顾

负 担变化 部分靠她一 完全靠她

在丈夫出来之前 ，家务 由 两个人分担 。 现在丈夫外出求学 ，负 担全部落到

妻子
一

个人身上。 妻子是职业妇女 ，而且工作很忙 。 加上孩子很小 ，
需要照顾 。

家中还有两代老人 ，都住在家中 ，老人数量多 ，
而且身体不好 ，需要照顾 。

2
） 妻子做 出反应 担心大一小

歉痰高
一

低

表达方式 被动一主动

妻子的反应可以分成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 内容包括担心和歉疚 ，两者的

程度都很高 。 担心 的是丈夫外 出求学 ，学成后地位高升 ，有 可能将 自 己甩 了 。

但如果不让丈夫出去求学 ， 自 己 又感觉歉疚 。 然而 ， 妻子表达担心和歉疚的 方

式都是被动的 ，用眼泪和身体辛劳来获得丈夫 的同情 。

3
） 丈夫做 出反应 歉疚 低一高

承诺 高调一低调

动机 主客结合一主客分 离

家 国 同 构一家 国 分 离

丈夫的反应也包括 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 。 内容包括歉疚 ，
虽然他使用 了

“

对不起
”

等字眼 ，但歉疚感似乎 比较低 ；
反应的形式包括承诺 ，表现出高调 的姿

态
，
引用了不少 中国文化格言 。 此外 ，

丈夫陈述 了 自 己外 出读研的动机 ，表达了

主客结合和家国 同构的维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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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夫妻间 关 系伦理 社会地位 平衡

一

不平衡

家庭责任 分担一不分担

回报 时 间 现在一未来

性 别 差 异口 惠一眼泪

文化传统 变心
一坚守

丈夫外出读研之前 ， 双方 的社会地 位是平衡 的 （ 不论他们 各处 于什 么 地

位 ） ，但现在平衡被打破了 。 家庭责任之前是两人分担 的 ，
现在丈夫不分担了 。

一旦平衡打破 ，双方就会采取行动 ，在付出 与 回 报之间 重获平衡 。 夫妻 的行动

存在性别差异 ，女方流动的可能性 比较小 ， 担心 的程度 比较大 。 因此双方恢复

平衡的方式也不相 同 ， 强势一方 （ 男 方 ） 的 策略是 口 惠 （将来 回 报 ） ， 弱势
一

方

（ 女方 ） 的策略则是通过 眼泪示弱 。 另外 ，个体 的行动有对时空的预想 ，表现为

三维生活空间 中的连续性 ： 过去 、现在 、未来
；

互动性 ：个体 、家庭 、 国家 。 个体与

文化之间也存在互构关系 ，文化传统有可能约束丈夫在观念上
“

不变心
”

。

在上述轴心编码 的基础上 ， 我们形成了如 下初步 假设 （见表 1 第 四 列 ） 。

（
1

） 当
一个双职工家庭上有老下有小 ，

一方长期离家时 ，会造成夫妻关系 紧张 。

（
2
） 平衡婚姻稳定的基础有三个 ： 双方的情感状态 、社会地位的平衡 、家庭责任

的分担 。 当后两者发生变化 时 ， 双方 的情感 状态也会发生变化 。 （
3

） 丈夫离

家 ，妻子会比较担优 ；
而反过来 并非如此 ， 而且通 常妻子 出来 的 机会 比较 少 。

（
4
） 当丈夫 （ 强势一方 ）无法现时 回报妻子时 ， 通常会使用文化格言作为 口 惠

，

高调许诺未来报答 ；
而妻子 （ 弱势一方 ）通常使用低调

“

弱者 的武器
”

（ 如眼泪 、

身体辛劳 ）来应对 。

最后 ，在选择编码阶段 ，我们发现
“

夫妻间关系伦理
”

这个类属 比较重要 ， 能

够统括其他类属 。 不论是
“

妻子的反应
”

还是
“

丈夫的 反应
”

以及双方如何看待
“

家庭负担变化
”

这个现象 ，均与此有关 。 因此 ，
我们将其作为核心类属 ，将

“

妻

子做出反应
”

和
“

丈夫做 出反应
”

作为支援类属 。 导致夫 妻间行动 、 互动和情感

变化的 因果条件是
“

丈夫外 出读研
”

， 而
“

家庭负担变化
”

这个类 属则成为 了情

境条件 。

通过反复讨论 ，
我们获得 了对本段资料 的初步结论 ： 当婚姻 中

一

方离家追

求事业发展、家庭负担和双方社会地位的稳定状态被打破时 ，
双方会采取不 同

行动 ，在情感上重新获得平衡 。 换言之 ， 当处于社会变迁 中 的个体重新安排 自

己 的事业定位时 ，
会给家庭稳定带来冲击 ，

导致夫妻各 自 采取不同行动 ，重新协

商婚姻稳定的基础 。 虽然这个结论与研究问题
“

人到 中年为何还来北大读研
”

关系似乎不够紧密 ，但通过仔细分析可 以看出 ，
受访者其实是在间 接回答研究

问题
：外出读研不仅有提升 自 己 专业地位和水平 的诉求 ， 同时也在迂 回地为 自

己 的家庭谋求福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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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后续研究思路

由 于上面提供的 只是
一

个教学案例 ，不是一个完整 的研究项 目 ， 因此没有

引用其他访谈资料 、观察记录和实物分析 ， 尚 未与 已有文献形成对话 ，也还没有

根据连续 比较的要求进行理论性抽样 。 如果我们希望针对上述初步结论进
一

步探究 ，
可以继续询问如下

一些问题 。

第一类有关家庭的 问题 ： （ 1
） 什么 情况下会感觉

“

对得起
＂

或
“

对不起
”

对

方 ？ 感情稳定的基础是什么 ？ （
2

） 什么 样的责任分担 比较合适 ？ （
3

） 双方 的

社会地位如何才能平衡 ？ （
4

）
三者之间 的关系是什么 ？

第二类有关个人发展的 问题 ： （
1
） 个体是如何思考 自 己 的发展的 ？ 其心 目

中个人 、家 、国 、社会之间 的关系是怎样的 ？ （
2

） 这些关系如何影响 到个体对 自

己 个人发展的筹划 ？ （
3

） 个体是如何行动的 ？ 行动 的条件是什么 ？ （ 4 ） 行动

的结果如何 ？ 哪些是意图中 的 ，
哪些是非意图的 ？

第三类有关个人发展与家庭 的关系的 问题 ： （
1

） 在被研究者看来 ，

“

家
”

是

什么意思 ？ 是核心家庭 、大家庭 ，还是国家的
一

部分 ？ 与个人发展是什么关系 ？

（ 2 ） 个体有关个人发展的行动对家庭有什么影 响 ？ （ 3 ） 个体是如何解释这些

影响 的 ？ （
4
） 这些影响与哪些历史和社会结构问题相关联 ？ （ 个体与社会存在

互构关系 ，
社会变迁条件成熟度 、高校晋升新要求等为个体行动提供了 必要性

和可能性 ，但同 时个体是否也有选择的可能性？ ）

上述问题的提 出与我们发展理论的需要有关 ，即我们希望发展出什么样的

理论来解释被研究者 的行动策略 。 如果我们将这位丈夫 的行动放入
一个变异

范围内考虑 ，
可以将其命名 为

“

主动适应型
”

（ 主动选择离家到 中 国顶尖大学读

研 ） ，其他可能的类型有
“

被动适应 型
”

（ 在老家附近找
一所一般的大学读研 ） 、

“

主动放弃型
”

（下海经商 ） 、

“

被动放弃型
”

（甘愿做一个低职称的教师 ） 。 这 四

种类型可以形成
一

个矩阵表 ， 由 行为和态度两个维度构成 （如表 2
）

。 每一种类

型都需要采取理论性抽样 ， 进一步收集资料 ，使每个类属 中 的属性达到理论性

饱和 。

表 2 面临个人事业与家庭稳定冲 突的丈夫的行为 类型

－＾ 1主动被动



ｍ


主动适应型


被动适应型

璧主动放弃型


被动放弃型

具体而言 ，针对上述第二类 和第三类问题 ，我们可 以 选择与这位丈夫不同

情况的丈夫们进行访谈 ，
如在家附近的大学读研 、继续与妻子分担家务的 教师 ，

或不参与高校职称晋升竞争 、甘愿 当
一个低职称的 教师 ，或干脆放弃在高校工

作的机会而选择下海经商 ，等等 。 针对情境条件 ，我们还可以结合第一类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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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与上述家庭情况不同 的夫妻进行 比较 ，如妻子没有工作或者工作不忙 ，孩

子巳经上大学或者寄宿 、不需要妻子照顾 ，家 中没有需要照顾 的老人或者有保

姆帮忙 ；等等 。

收集 了更丰 富的资料后 ，还需要对上述初步结论进行修订和检验 ，增加理

论的密实度 （ ｄｅｎｓｉｔｙ ，
即类属和类属下属性的数量充足 ） 和 内部整合度 （ 即理论

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 紧密 ，
没有缝隙 ） 。 当然 ，如 此获得 的 理论还只 是实质理

论
， 即只能解释教育这

一

个领域的相关现象 ；如果希望生成形式理论 ，还需要在

其他相关领域进行理论性抽样 ，
以获得更加概括 的 、跨领域的理论解释 。

三 、 扎根理论对我 国教育研究的 意义及本土化调适

从上面的案例可 以 看到 ，扎根理论对我们从事教育研究 有
一些积极 的作

用 。 但与此同时 ，它也存在
一些不足

，需要根据我 国教育研究的实际 ，
进行本土

化调适 。

（

一

） 扎根理论对我 国教育研究的积极作用

首先 ，扎根理论有利于为我 国的教育研究赋权 ，使我们更多地看 到研究现

象的本土特色 ，让研究变得更加有趣 ，更加富有创造性 。 目前 ，我国的教育研究

受到西方
“

宏大理论
”

的严重
“

殖民
”

，绝大部分研究者都在使用西方的概念框

架
，缺乏 自 己本土的理论视角 。 如果我们 回归 中 国的教 育实践 ， 面对经验资料

提炼本土理论 ，或许能够获得更贴近中 国教育 实际 的研究成果 。 当然 ， 吊诡的

是 ，扎根理论本身来 自 西方 ，使用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
一种

“

殖民
”

。 这种路径

主要使用的是分析性思维 ，将资料进行系统的
“

切割
”

和
“

拼接
”

，
有可能在某种

程度上改造中 国人所擅长的整体直观 、朦胧诗意的思维方式 。 不过 ， 由 于它只

是一种研究路径 （并不是实体理论 ）
，
而且提倡开放地面对资料 ，从资料 中生成

理论 ， 因此 ，与实体的西方理论相比 ，它更容易让我们看到资料中 的本土特色 。

例如 ，在研究
“

人到中年为何还来北大读研
”

这个问题时 ，如果我们套用西

方社会学家布迪厄的理论 ，
也许可以说这位丈夫到北大读研是为了积累更多的

符号资本和社会资本 ，进而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本 ，甚至为孩子的未来奠定
一

定

的文化资本 。 而如果我们从经济学的交换理论 出发
，
也可 以将夫妻之间 的付出

和回报看作
一

种双方利益上 的交易 。 然 而 ， 当 我们贴近原始资 料进行 细致 的
“

微分析
”

时会看到 ，所有人的行动都带有明显的中 国社会文化传统 中重伦理道

德的印迹 。 例如 ，
丈夫离家感觉

“

对不起
”

妻子 ， 而妻子如果不让丈夫 出来又感

觉
“

对不起
”

丈夫 。 双方相互 的
“

对不起
”

诉诸的是人 的
“

良心
”

，
表达 的是

一

种

关系伦理 ，

一

种相互依存 、相互负 责的 存在状 态 。 这种状态也在 丈夫心 目 中

“

家
’ ’

与
“

国
”

的同构关系 中表现出来 ，

“

国家
”

中的
“

家
”

是
“

国
”

之为
“

国
”

的基

础——
“

没有家 ，
哪有 国呀 ！

”

如果我们进
一

步探询这位丈夫以及其他不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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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们对
“

国
一

家
”

的理解 ，
也许还可 以 了解 中 国人 （特别是 中年男人 ） 面对

“

忠

孝难两全
”

困境时 的行动策略及其背后的文化信念 。

其次 ，扎根理论研究通过一整套相对明晰 、可操作 的技术 、方法和步骤 ，在

经验资料与理论建构之间架起了
一座桥梁 。 特别是

“

匹配
＂

（
ｆｉｔ

）这
一

衡量通过

扎根理论路径而生成的理论的标准 （ 即理论与原始资料相匹配 ） ，对于我 国教育

研究的初学者尤其有用 。 在我 国 ，大部分教育研究者多使用思辨的方法开展研

究 ，他们通常不介绍 自 己 的研究方法 ，
也很少提供原始资料作为支持 自 己观点

的论据 。 这很容易使年轻学者感到茫然 ，不知如何 向学术前辈学习 。 扎根理论

相对系统的研究步骤和技术 ，应该能够更有效地帮助初学者掌握
一些容易

“

上

手
”

的思路和工具 。

沿用上例 ，
我通过整体提问 、三级编码、编码范式模式 以及条件／结果矩阵

等工具 ，对一段访谈资料进行了
“

微分析
”

，
得出一些基本 的概念类属 、属性 、维

度 、初步假设和结论 以及下一步理论抽样的 标准 。 我希望这个相对详细的分析

过程能够告诉读者 ，这项有关丈夫读研决策 的小研究 ， 其部分结论是如何做 出

来 的 ，结论有什么原始资料作为论据 ， 在解释丈夫和妻子 的行动和互动策略上

有何新意 。 例如 ，在这段话中 ，丈夫 6 次使用 了
“

得
”

这个字 ，其意思是
“

不得不
”

或
“

必须
”

、

“

应该
”

。 这表明 ，这个中年男 人在兼顾个人发展和家庭责任的两难

时 ，表现出一种无奈 、纠结的心态 。

再次 ，扎根理论路径不仅能够服务于学术研究者 ，
而且能够为实践者改变

现状提供思路 。 在这里 ，衡量通过 扎根理论路径而生成 的理论 的另 一个标准
“

有用
”

（ ｗｏ ｒｋ ） ，
具有很强的适切性 （ 这来 自 扎根理论 的 理论基 础之一 实用主

义 ） 。 所谓
“

有用
”

指的是 ，理论可 以解释被研究者在处理相关问题时行为的各

种模式 ，能够提供有新意的 、促进人们理解 的甚至能够促使人们改进工作和生

存状态的解释 。 因此
，

“

有用
”

的标准也包含了相关性 （
ｒｅ ｌｅｖａｎｃ ｅ

） 、可理解 、可推

论 （ ｇｅｎｅｒａ
ｌｉ ｚａ ｔｉｏｎ

，
具有概括性 ） 、可控制等要素 。

［
1 9

］

由 于此类研究生成的 理论属

于 中层理论 ， 与经验事实密切相关 ，实践者很容易在其中看到经验资料的形态 ，

继而依此改变 自 己 的社会规则和行为方式 ，也能够预测这些改变可能带来的后

果 。

［ 2 1 ） ］

如果需要 ，他们还可 以对 资料进行重新 编码 ， 以形成能够解释 自 己 情况

的新理论 （ 即满足扎根理论
“

可修改
”

的标准 ） ，找到新 的行动可能性 ，
以改进 自

己 的处境 。

在上例中 ，
如果丈夫意识到 自 己与妻子 在社会分工上确实存在性别不平

等 ，
他可能会适当调整 自 己 的行动策略 ，

更经常地给妻子打电话 ，或更频繁地回

家料理家务 ，而不仅仅在 口头上承诺未来给妻子 以 回报 。 同理 ，
如果妻子通过

阅读上面的分析后意识到 ， 自 己 的
“

弱势
”

地位和
“

弱者的武器
”

的使用 不仅仅

是 自 己 个人的问题 ，
而且具有时代特征和文化传承 ，

也许她会变得更加坚强 ，
主

动与丈夫协商维护家庭稳定 的策略 ，而不仅仅被动地表达 自 己 的担心和歉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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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扎根理论的限度及本土化调适

扎根理论只是质性研究中的
一

个路径 ，
它有 自 己 的优势 ，但也有一些不足 。

特别是被运用到 中国教育情境时 ，需要我们做出本土化的调适。

首先 ， 由 于扎根理论要求研究者带着尽量开放的头脑进行实地研究 ，
因此

很少讨论研究问题的提 出 、重要概念的定义和概念框架 的设计等问题 。 然而 ，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 ，无论是研究生 的论文开题 ，还是研究者 向上级 主管部门或

基金会 申请课题 ，都需要提供详细 的研究计划 。 而且 ， 初学者如果没有
一

个相

对稳定的研究问题 ，会感到无所适从 ，缺乏必要的参照系 。

为此 ，在上例中 ，我在 资料收集之前 ，专 门研讨了研究设计 的各个环节 ， 而
“

人到 中年为何还来北大读研
”

这个 问题就是在这样 的讨论中生成的 。 研究主

问题提出之后 ， 同学们将其分解成几个子问题 ， 如 ：

“

被研究者来北大读研时的

背景 （ 国家 、家庭 、个人 ）是 怎样 的 ？

＂ “

被研究者 当时是如何做决定 的 ？ 重要他

人 （妻子 、父母 、同事 ） 产生 了什么 影响 ？

” “

来北大后被研究者对这个选 择的感

受如何 （是否有变化 ） ？

”

然后 ， 大家对研究问 题 中 的重要概念进 行了 定义 ，如
“

人
’ ’ ‘ ‘

中年
’ ’‘ ‘

北大
’ ’

、

‘ ‘

读研
’ ’ ‘ ‘

背景
’ ’

、

‘ ‘

决定
’ ’ ‘ ‘

重要他人
’ ’

、

‘ ‘

感受
’ ’

等 ，每个

概念都提供了规范性定 义和操作性定义 。 此后 ，大家根 据重要概念之 间的关

系 ，通过画 图表的方式形成 了概念框架 。 我发现 ，这么 做并没有妨碍学 生们保

持开放的头脑进入现场 ， 因为
“

开放 的
”

（
ｏｐ ｅｎ ）脑袋并不等于

“

空洞 的
”

（ ｅｍｐｔｙ ）

脑袋 。 只要他们能够暂时悬置之前的前设 ，
反而具有 了更加敏锐的眼光和更加

缜密的思维 ，
即扎根理论所说的

“

理论敏感性
”

。

其次 ， 由 于扎根理论主要关注理论 的生成 ， 很少讨论研究者身份和研究关

系及其对研究的影响 以及诸如 自愿 、 回报 、保密等伦理问题 。 虽然这种路径 （与

质性研究其他路径
一样

）
也要求研究者经常写备忘录 ，但 （ 与质性研究其他路径

相 比 ） 更关注理论概念的生成 ，备忘 录 中很少讨论研究关系 和研究伦理 问题。

而在当代中 国文化语境下 ，
这些 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问题 ，

需要认真对待 。 中 国

人很看重人际关系 ，
如果研究双方没有建立起信任关系 ，研究者很难收集到需

要 的资料 ，更不可能为对方打开心扉 。 相对西方社会 ， 中 国社会有更加清晰的

等级观念 ，这也使研究者需要对 自 己 的身份 以及 自 己与被研究者之间的权力关

系有清醒的认识。 在教育研究中 ，特别是 当成人面对儿童 、上级面对下级时 ，
研

究关系对研究的影响非常大 。

例如 ，在上例 中 ，
研究者与被研究者是同学 ，

相互之间是熟人关系 ， 这不可

避免地会影响到研究的过程和结果 。 在课堂上有 同学提出 ，本段资料中丈夫显

得如此
“

高调
”

，有可能由 于彼此是熟人 ，
丈夫担心作为访谈者的 同学 （今后有可

能 ）认识 自 己 的妻子或者两人共同的朋友 ， 因此有意
“

拔高
”

自 已 ，使用很多文化

格言 ， 以彰显 自 己作为丈夫 的
“

高大形象
”

。 假设两个人互不认识 ，受访者是否

会更加放松
，
其表达是否更加 自 然 、

坦率 ，
贴近 日常生活 中 的

“

丈夫
”

形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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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 ，
也许是收集资料 、分析资料与理论生成同 时进行 的缘故 ，扎根理论虽

然对资料的类型提出 了要求 （ 范围广泛 、 内容丰富有差异等 ） ，但对资料收集的

具体技术 （如观察 、访谈 、实物分析等 ）
很少讨论 。 这也导致它常常被误认为只

是一种分析资料 的方法 。 而我 自 己 在研究 和教学 中发现 ，收集资料的方法本身

会严重影响到资料的质量 。 正如扎根理论 的理论基础之一
“

符合互动论
”

所指

出的 ，

“

现实
”

是由 行动者的行动和互动建构 的 ，
研究者收集资料的方式会对

“

什

么是资料
”

以及
“

收集什么 资料
”

之类的问题产生形塑作用 。

例如 ，在上述研究过程 中 ，
很多学生 由于没有掌握收集资料的方法 ，在访谈

时不会倾听和追问 ，在观察时看不到行动 中 的机制和模式 ，
导致很多资料停 留

于表面 ，分析时难以形成清晰 、有结构 的结论 。 上述案例中 的研究者也分享 了

自 己访谈这位丈夫时的困惑 ，例如 ， 如何将他从
“

冠冕堂皇
”

的文化格言拉 回 到

日 常平实的话语层次 ， 如何让他具体举例说 明 自 己 的心情 ， 等等 。 为此 ，我 的课

程专门增加了观察 、深度访谈 、焦点 团体和 实物收集等环节 ，并做了很多提高倾

听 、停顿 、追问 、重组能力 的游戏 。 在整理资料时 ，为了更加整体地理解资料 （ 避

免过早使用三级编码肢解资料 ） ，我们还增加 了填
“

接触摘要单
”

（ 每次收集资

料后对资料进行整体性描述和提问 ） 、画
“

矩阵表
”

（ 在至少两个维度将资料人

格
，形成基本类型 ） 、画

“

思维导图
”

（将资料中 的重要概念或主题之间 的关系 用

图式直观地表达出来 ） 。 如此整理过的资料变得更加丰富 、有结构 ，为后面的编

码提供了更加坚实的资料基础 。

最后
，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 ， 扎根理论诞生 于美 国 。 受西方分析性思维 的影

响 ，西方研究者使用这种路径生成 的理论 ，其表征方式大多是命题式 （ ｐｒｏｐｏ ｓ ｉ
？

ｔｉｏｎ
）或讨论阐发式 （

ｒｕｎｎｉｎ
ｇ
ｄｉｓｃｕ ｓｓ ｉｏｎ

） 。 相 比之下
， 中 国的学者 （特别是教育研

究者和实践者 ） 由于更善于捉住
“

灵光乍现
”

和
“

福至心灵
”

，对
“

理论
”

的理解似

乎更加丰富 ，扎根出来 的理论有可能具有其他表征形式 ，如格言 、谚语 、成语、俚

语 、歇后语 、八股文 、诗词歌赋等 。

［

2 1

］

在我们对教师实践性 知识 的研究中 ，
也发

现了一些有新意的表征方式 ，如意象 、隐喻 、行动公式 、身体动作 、叙事等 。

［

2 2
］

在上例中
，
我们也 能看 到一些新颖的表达方式 ，如 丈夫对时间和空间 的定

位和想象 （过去
“

我在家时
”
——现在

“

我 出 来 了
”
——未来

“
一

辈子
”

） ，意象和

类 比的杂揉 （

“

海枯石烂永不变心
”

） ， 文化格言的使用 （

“

糟糠之妻不能忘
”

） ，
主

观和客观的嵌套 （
主观为家 ， 客观为 国 ） 。 因此

， 中 国 的教育学者有可能拓展扎

根理论路径所生成的理论的呈现方式 ，将命题式陈述和理论性讨论延伸到更加

多样的 、另类的 、富有诗意的表征方式 。

总之
，
相 比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 ，教育学面对的是教育现象 ，而教育现象

具有情境性 、独特性 、不确定性、价值性等特征 。 与扎根理论兴起的西方社会学

领域相 比 ，
我国的教育学有很多特殊 的问题需要探讨。 因此

，我们需要根据我

国教育研究的实际 ，创造适合 自 己 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论 。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有

选择地借鉴和创生其他研究策略和方法 ，以弥补扎根理论的偏颇与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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