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本文的写作基建于 2016 年北京大学“质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暑期学校”教学团队与全体
学员的合力实践，在此特向教学团队的林小英、张冉、吴筱萌、王富伟、张玉荣、王宇、王小越以及 2016 期
全体学员表示感谢。

质性研究如何教 *

曾 妮 陈向明

摘要 “质性研究如何教”这个问题伴随着质性研究在国内的推广而得到重视，但由于“研究
方法的知识”以及“质性研究的知识”的特殊性，这一研究范式并不容易被习得。 北京大学“质
性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暑期学校”经过四期的实践，已经在质性研究方法的教学上积累
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本文将这种经验总结为“浸润—反思”式学习，这是一种以“浸润”为先导，
以“反思”为重点的课堂教学模式。 教师通过创建和而不同的学习型组织和实施知行合一的案
例式教学，使得学习者能够沉浸在质性研究的理解和行动之中。 学习者既能够通过反思实现
经验的及时转换和深度加工，又可以通过浸润促成内隐知识的获得和保存。 这种课堂教学模
式与参与课题研究（即“合法的边缘性参与”）有所不同。“浸润—反思”式教学不仅强调学习者
实际从事质性研究的行动目标，而且更加重视其学习目标，并且赋予成熟行动者更多教育责
任。 正是因为课堂教学在质性研究的学习中具有独到的优势，本文认为，针对这种形式的研究
和实践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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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性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目前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已受到越来越
多的关注。 虽然其发生和发展一直伴随着质疑与挑战，但其鲜明的研究特色使
之能够在诸多话题上具有极强的解释力。 于是，日益增多的研究者希望学习这
种范式，以探讨相关研究问题。 另一方面，质性研究学术共同体也希望通过更深
层次的推广，以增进对这一范式的理解，从而推动质性研究的中国本土化。 至
此，“质性研究如何教”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重要议题。

然而，目前这一议题在国内仍鲜有探讨，其中的原因很多。 首先，是因为我
国高校的研究方法课程仍然以量化研究为主［1］，专门开设质性研究课程的学校
十分稀少；大部分开展质性研究的教师和学生皆是通过研读相关教材或文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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