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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 y using the m ethods of docum ent rev iew and log ica l analys is, th 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 tact and d is tinc tion of

the qua lita tive research and o ther research m ethods. A t the sam e tim e, the au thor rev iew s its app lica tion in sport psychology

research in China, and puts fo rw ard new ideas and m ethods in a w ide range of app 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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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体在运动中的心理状态显然是个体的行为 ,仅将他们

置于“实验处理 —结果 ”或者整体的问卷调查情境之下 ,忽略

个体的运动体验 ,心理现象的动态性 ,这样得到的效果和结论

都是不合理的。同时 ,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应该在其实施和进

行的过程中考察并不断修正 ,而质性研究能体现人类的心理

和行为的动态过程 ,成为新的解决问题的路径。

在心理学领域 ,质性研究更多地关注于特殊人群 ,如生理

疾病患者或心理障碍患者 ,以访谈、观察、叙事分析等方式探

究患者的心理历程、心理状态、心理体验以及心理感受。在运

动心理学领域 ,涉及运动员经验的质性调查研究正在逐步增

多 [ 1 ] ,其焦点集中在优秀运动员的心理状态水平上 ,如高水

平乒乓球运动员、优秀游泳运动员、高水平举重运动员等。运

动员怎样处理焦虑、如何克服意志困难以及在运动中有怎样

的情绪体验这些问题 ,量化研究显得力不从心 ,它将复杂多变

的人的心理现象作分解化、简单化、凝固化处理时 ,破坏了人

的整体性 ,不能完整地将心理本质呈现出来 [ 2 ]。而质性研究

有计划地使用和收集大量的经验性资料和视觉文本 ———描述

个体运动及生活中的日常行为、问题情境及其意义 [ 3 ]。

1　质性研究概述
质性研究 ( qua lita tive research)首先是从人类学家撰写人

种志开始的。20世纪 70年代中期 ,质性研究方法开始定型 ,

随着阐释法被采纳进质性分析中 ,作为一种合法的教育研究

方法 ,质性研究地位更加巩固 ,它为立志探究人类社会及行为

现象的研究者 ,开启了崭新的视野。质性研究是偏爱直接经

验的分析和人格类型的概括 ,并以这样的假设开始 ,即社会环

境是独特的、动态的和复杂的 [ 4 ]。

1. 1　质性研究的界定

A uerbach等将质性研究定义为“质性研究是为了发现特

殊现象的意义模式而对文本和访谈进行分析和解释的一种研

究 ”[ 5 ]。D enzin与 L inco ln认为质性研究对于不同的人有着

不同的含义 ,即质性研究方法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方法 ,包括一

个针对其主题的解释性的以及自然主义的方法。这表明质性

研究者在自然情境下研究 ,并且试图理解和解释研究对象带

给他们的现象的意义 [ 3 ]。陈向明给出质性研究一个初步定

义 ,“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 ,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

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 ,使用归纳法分析资

料和形成理论 ,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

得解释性的一种活动 ”[ 6 ]。可见 ,质性研究的研究者就是资

料的收集工具 ,并以真实情境中人们的生活经验为研究对象 ,

关注原始事实和事实全貌 ,关注研究者本人对研究过程和结

果分析的影响 ,采取归纳式的资料分析方法 ,并在研究开展过

程中不断反复。

1. 2　质性研究与定性研究的区别

我国的学者开始将 qualita tive research译为定性研究 ,直

到现在很多的书籍尚没有将定性研究与质性研究相区分。质

性研究方法更强调研究过程的程序性和研究资料的情景化 ,

强调研究者对自己身份、态度的反思 ,以及访谈者与被访谈者

之间的互动。而传统的定性研究则多为研究者本人对某个问

题的反思和态度 ,缺乏原始资料 ,具有浓厚的思辨色彩。虽然

两者都强调“对意义的理解和解释 ”,但是质性研究更加强调

研究的“过程性、情境性和具体性 ”,而传统定性研究则更倾

向于研究的“结论性、抽象性和概括性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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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3　质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关系

定量研究依靠对事物用以量化的部分及其相关关系进行

测量、计算和分析 ,以达到对事物“本质 ”的一定把握 ;而质性

研究是通过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对事物进行深入、

细致、长期的体验 ,然后对事物的“质 ”达到一个比较全面的

解释性理解 [ 6 ]。在心理学研究中 ,数量证据补充质性分析 ,

定量研究补充质性研究 ;同时 ,质性研究为数量研究定性和指

明方向 ,它们之间互为补充而相得益彰。在现实性水平上 ,它

们是“体用 ”关系 ,即以理论分析为体、以统计测量为用 ,二者

相互包含 ,相互补充 ,共同作为发展科学的基本方法 [ 7 ]。

2　质性研究在我国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
质性研究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法 ,它有着自身独特的评

判标准 ,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 ,质性研究的视角已经不再仅仅

是观察、实验等基本科学方法的补充 ,而是在研究上更注重多

元化 ,在方法上更加多样 ,表现出极强的包容性 [ 8 ]。

按照 M orse的分类 ,除了行为类问题 ,其他的质性研究策

略 ,如现象学、民族志、扎根理论等都可以使用访谈或对话作

为首要的收集资料的方式。因为访谈是了解人们想法有效且

可靠的途径 ,并可以逐步描述人们的行为和事件。从 2000年

我国运动心理学领域开始出现质性研究到现在 ,研究者几乎

都用访谈作为资料的首要收集方式。

2. 1　访谈

质性访谈是一类特别的对话或演讲活动 ,用以探索受访

者的经验和解释 [ 4 ]。这种相对无限制的、亲密且开放的互

动 ,可以揭示某些关键人物对某一问题的潜在动机、信念、态

度和情感 ,而一些敏感的话题在问卷调查中很难获取 ,这些关

键人物更青睐访谈的私密气氛。

2. 1. 1　追踪访谈 　追踪访谈 ( repetitive in te rv iew )又称重复

性访谈。质性访谈获得的资料比较深入 ,而其具有动态的性

质。研究者需要追踪了解随着时间或环境的变化 ,运动员的

思想、态度及行为等方面的变化 ,以进行比较得出一些规律性

的认识 ,但由于追踪性访谈耗时长、费用高 ,多用于小样本的

调查 ,如钟秉枢追踪访谈 8位优秀运动员 ,展示了他们的职业

生涯 ,并以此研究成绩资本的运作及其带来的运动员地位的

变化 [ 9 ]。这个研究不仅建立了质性因果关系 ,还详细描述了

成绩资本对运动员地位变化的作用以及作用过程。

2. 1. 2　案例访谈 　质性访谈在研究者“负责 ”引导访谈的意

义上 ,是结构性的 ,但尽管研究者是带着引导性的问题开始访

谈的 ,但也有可能跟进受访者的引导 ,探究在访谈互动中所引

发的领域 ,这种访谈是半结构且深入的 ( sem i2s truc tu red dep th

inte rv iew s) ,如王斌等对我国游泳运动员张健进行了半结构

访谈 ,并深入分析了张健横渡渤海海峡的内部动机、外部动

机、认知策略、遇到的困难、顶峰体验等方面的问题 [ 10 ] ,这是

质性研究中典型的案例研究。在案例研究中 ,界定边界和明

确分析单元是关键所在 ,而研究者将讨论的重点放在描述行

为的动机、认知和情绪的意义。

除了对单个人的研究 ,对单个项目的研究也属于案例分

析的范畴 ,如王智等对我国 17位高水平举重运动员进行了访

谈 ,结果发现我国高水平举重运动员理想比赛心理状态表现

为 :高自信、集中注意、表现良好、理想的唤醒水平、明确的目

标、忘我和高比赛欲望 [ 11 ] ;陈静采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 ,对国

家队 10名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进行关于影响运动表现因素

的单独访谈 ,发现高水平乒乓球运动员普遍认为心理素质是

运动表现的主要影响因素 [ 12 ]。这些研究形成一些成型的评

估 ,旨在提高实际的应用实践效果。

2. 1. 3　现象学访谈 　现象学访谈是现象学研究中收集资料

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将解释的或阐释的和描述的或现象的

结合起来 ,描述个体如何面对生活经历 ,如何解释生活的“文

本 ”。个体所赋予的经验的意义是研究对象 ,并将参与者视

为描述与阐释的共同建构者 [ 4 ]。宋中良针对 20名国家队的

优秀运动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的意志品质和坚持性进行了现象

学访谈 ,详细描述了运动员遇到的典型困难和运动员的坚持

策略。由于访谈的样本较大 ,还采用量化研究的方法 ,对意志

困难和坚持策略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多元统计分

析 [ 13 ]。

在此之后 ,李佑发运用行为事件访谈法 ,对运动员、学生、

军人克服困难的行为进行现象学访谈 ,通过质性分析 ,运用

N vivo编码软件逐级编码 ,建构了意志品质模型 ,并据此模型

编制了运动员的意志品质量表 ,信、效度达到可以接受的标

准 [ 14 ]。行为事件访谈法的成功运用 ,为今后的研究者开启了

新的思路与方法。行为事件访谈法采用开放式的行为回顾式

探察技术 ,通过让被访谈者找出和描述他们在工作、学习或运

动中最成功和最不成功的三件事 ,之后详细地报告当时发生

了什么 ,并对访谈内容进行分析 ,来确定访谈者所表现出来的

胜任特征。

2. 1. 4　扎根访谈 　以扎根理论为策略的质性研究 ,访谈是首

要的收集资料的方法。扎根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严格的方法可

以用于发现现实的近似 ,而后者经验性地呈现在精心收集的

资料之中。在资料中扎根最重要的就是恒常比较法 ,它使研

究者在归纳思维和演绎思维之间相互转换、取长补短。这种

理论认为 ,可能的意义范畴将从资料中涌现 ,研究者对资料进

行仔细的解读 ,以决定这些意义范畴是否有效 [ 4 ]。

刘靖东对来自台湾 ( 5名 )、香港 ( 4名 )的运动心理学专

家进行深度访谈 ,访谈问题主要围绕运动心理学专家的服务

过程以及在服务中所采用的相关知识等内容 ,并从两地数据

中分析出 12种核心成分 [ 15 ] ;孙拥军在运动员参赛过程自我

调整的质性分析中 ,也使用了扎根理论的研究范式 ,并对 14

名优秀运动员进行访谈 ,包括在比赛中一次失败调控的经历

和一次成功调控的经历 ,其结果基本符合自我控制资源有限

理论的预期 [ 16 ]。刘淑慧在射击比赛瓶颈效应的分析中 ,以比

赛方案作为分析文本 ,在核心类属的理论框架下建立了两个

扎根理论 ,即“射击比赛方案内容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内容 ,写

方案的过程就是心理准备过程 ”和“射击比赛方案对比赛发

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自我指导和定向功能。”[ 17 ]而运动员的

比赛方案本身是在访谈、咨询配合观察的基础上建立的。

2. 2　对质性访谈的思考

2. 2. 1　质性访谈与一般心理学访谈的区别 　1)没有先前假

设。一般的心理学研究是一个验证假设的过程 ,即提出假设 ,

围绕这个假设提出问题 ,进行访谈。质性访谈是假设生成的

研究 ( hypothes is2generating research) [ 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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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始终存在。一边访谈一边分析资

料 ,并且根据分析的情况调整访谈的思路。这是质性研究特

有的 ,所以收集资料的方法始终贯穿在整个研究过程中。

3)不作为其他研究的辅助手段。质性访谈可以是收集

资料的首要方法 ,也可以成为其他质性研究方法的一部分存

在。访谈主要用于获取影响行为的想法。也可以成为描述人

类行为和事件的有效途径。研究者决定使用访谈法 ,访谈的

资料将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访谈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变得很重

要 ,不容忽视 ,更不能应付。

2. 2. 2　质性访谈的取样 　采用目的性取样是质性访谈的典

型特征 [ 19 ]。而取样要具有典型性或代表性 ,如优秀的或高水

平的运动员 ;或者有目的的检索一个个案 ,典型个案样本 ,如

游泳运动员张健。另外 ,充分捕捉总体的差异性或者建立特

定的比较也是目的性取样常用的方法。

2. 2. 3　质性访谈问题选择 　访谈是了解人们想法有效且可

靠的途径。它为用其他方式不能完成或难以完成提供手

段 ———“发现别人头脑里的东西 ”。但这也正是困难的来源 ,

如果受访者不愿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 ,研究者又缺乏敏锐、

时间或专门的技术 ,这就需要提出的问题有选择性。访谈开

始前 ,访谈者必须有足够的背景知识确定问题可以产生与研

究目标有关的信息。研究问题不等于访谈问题 ,不能生硬地

把研究问题套用到访谈提纲之中。提问题时 ,要尊重受访者 ,

使用受访者熟悉的语言 ,把问题尽量表达清楚。问题一定是

开放性的 ,并且保持中立。

2. 3　质性研究其他方式的介绍

相比访谈法 ,其他质性研究方法在运动心理学中的应用

还非常有限 ,主要原因是运动心理学研究者做质性研究起步

比较晚 ,涉及的领域还不宽泛 ,而另一个原因也许是因为其他

方法相对访谈法不好控制 ,受到的局限性更多。

2. 3. 1　参与式观察 　参与式观察很适合行为类问题的研究 ,

还能从受访者在访谈中所不愿讨论的情境中获得敏感性信

息。在真实的运动情境中 ,如在奥运会等大型的比赛或筹备

中 ,研究者记录下每天的运动状态、发生的事情、言语、服装、

紧急事件、行为等 ,并对运动员或被研究者的行为和语言进行

系统的描述和分析。而在质性研究中 ,参与者所采取的参与

水平 ,是质性观察的一个关键问题。对于高水平运动员来说 ,

干扰性、保密性问题给质性观察人员提出新的挑战和要求。

2. 3. 2　焦点团体研究 　焦点团体访谈也是质性研究中常用

的方法 ,但在我国运动心理学领域还没有人涉及 ,研究者可以

在未来的质性研究中关注并使用。

焦点团体访谈面对的是集体性的行为 ,这样就会更多受

到集体规范、集体意见、共享知识的影响。在技能性为主的项

目中 ,由于心理因素的重要性更为突出 ,采用焦点团体访谈 ,

使一群具有相似特征或具有共同经历的人 (如一个篮球队的

所有队员 )坐在一起 ,在某个主持人的协调下讨论问题。这

种环境中他们和与自己想法相似的人共享经验 ,而多人在场

也给了他们安全感。

总的来说 ,这几种方法可以单独使用或者结合起来使用。

通过对同一个研究课题中使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得到的结果进

行后续的三角检验 ,其效度得到了非常令人满意的验证。因

为同时使用多种质性研究方法可以进行交叉的比较 ,因此多

样方法的使用扩展了调查数据应用的范围 ,由此造成的各方

法间的交迭和矛盾也可以评估。

3　结论
1)质性研究的研究者就是资料的收集工具 ,并以真实情

境中人们的生活经验为研究对象 ,关注原始事实和事实全貌 ,

关注研究者本人对研究过程和结果分析的影响 ,采取归纳式

的资料分析方法 ,并在研究开展过程中不断反复 ;质性研究不

同于定性研究 ,它与定量研究互为补充而相得益彰。

2)在我国的运动心理学领域 ,访谈是进行质性研究最常

使用的方法 ,相继出现了以多种研究策略为主的追踪访谈、案

例访谈、现象学访谈、扎根访谈等方法。

3)参与式观察和焦点团体研究也是质性研究中非常重

要的种类 ,而这两种方法在我国运动心理学领域的应用非常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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