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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与创新能力建设丛书”之一，全书共分10个章节，主
要探讨了定性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类型、步骤与实施过程、定性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检验
与评价等重要问题。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
为参考用书使用。  

内容简介

定性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本书结合传播学的学科特点与具体案例，探讨了
定性研究的基本概念与类型、步骤与实施过程、定性资料的整理与分析、检验与评价等
重要问题。
  作为传播学领域填补空白性的教材，本书有助于传播学专业人员具体运用定性研究方
法从事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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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定性研究的解释框架
  一、定性研究的特征
  定性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性质和特征的描述和归纳来解释和建构现实的方法。定
性方法有如下的特征：



  1.定性方法更关注研究对象发展的过程，而非结果。
  2.定性方法关注“意义”的构建，即：人是如何赋予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外部世界以
“意义”的。
  3.定性研究是解释性研究，研究者试图理解通过语言、声音、姿势、图像和其他社会
活动形态所表达的传播行为、过程和意义。
  4.研究者是资料收集和分析的主要“工具”，资料经过研究者这个中介而获得意义；
研究者与被研究对象经常处于互动之中。
  5.定性方法包括实地考察。研究者可以亲临研究现场，在自然环境下对对象做观察或
记录。
  6.定性研究的逻辑是归纳，研究者通过对个别现象的解释和抽象来建构概念、假设和
理论；假设和理论的建构往往产生于研究过程中。
  7.定性研究的结果用语言、符号而非数字来表达。
  另有学者将定性研究方法的特征总结如下：
  1.自然情境：研究的对象是真实环境中真实的人的生活经验，而不是被控制和被操作
的环境，即，在自然发生的情境中去研究人的行为。
  2.参与者的视角：从行动者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赖以行动的观念出发，以他们的视角
来理解他们的行为。
  3.研究者作为资料（数据）的收集工具：研究资料由研究者亲自收集。作为工具的研
究者要具备心智和能力；同时，所搜集的资料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的主观痕迹。
  4.长期的、直接的时间投入：这是由定性研究的实地性、体验式特点决定的。
  ⋯⋯



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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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