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本章考题】

1.幼儿任性（发脾气）行为产生的原因？

（1）隔代教养

（2）家长缺乏耐心

（3）幼儿自制能力差、易冲动

（4）家长的教养方式不当

（5）同伴交往机会缺乏

2.应对幼儿当下任性行为的方法有哪些？

（1）不予理睬

（2）耐心倾听

（3）正确引导

3.简述个案跟踪的基本含义？

跟踪观察是一种长期的、全面的观察儿童行为发展过程的方法。

4.例举个案跟踪的基本步骤？

（1）确立观察目的、任务

（2）分析跟踪观察的可行性

（3）确立观察的对象

（4）制定观察的计划和研究方案

（5）及时搜集整理信息

（6）不断修正研究计划

（7） 得出结论

5.简述个案跟踪的基本内容有哪些？

个案跟踪的内容有许多，可以是儿童的某些行为特点；可以是儿童的心理活动发展进程

状况；可以是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比较研究；还可以是儿童在成长过程中表现出的问题等。

6.试述个案跟踪的基本策略？

（1）要充分了解儿童的个性差异

（2）结合情境分析和指导儿童的行为

（3）以平行角色介入幼儿活动

（4）家园互动共同引导孩子的行为

7.选择一个能够进行长期跟踪的儿童作为研究对象，进行跟踪并撰写跟踪记录（略）

第二部分【阅读推介】

个案研究法研究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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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述



定量研究在中国教育研究领域中取得了一些成绩，对教育基本理论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

贡献。但由于教育现象本身复杂多变，主体参与性强，或多或少会受研究者个人的经验、情

感和价值观影响，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很难保持中立，这就使得定量的教育研究的信度无法确

证、效度难于把握。为此，教育研究要焕发本身应有的创造活力，必须寻求新的出路。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质的研究方法开始受到重视并逐渐被引入教育研究领域，这给教育研究

范式的转向带来了契机。之后，研究者对定量研究的热情开始有所减弱，对个别教育现象进

行深描的个案研究则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青睐。

个案研究(CaseStudy)，又称案例研究或个案研究法，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已经有

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中期法国社会学领域，法国社会学家利普

雷对工人阶级的家庭状况进行研究，他发展出了今天我们所熟知的个案研究方法。后来，人

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恩德群岛进行的田野研究，是民族志个案研究的一个实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芝加哥学派社会学者将个案研究作为重要工具，进一步将个案研究应用

于对工业化和都市移民相关问题的探讨，主张研究者应该进入研究问题的现场领域，应用个

案研究对问题进行客观和全面的理解。随后，个案研究法广泛应用到历史学、心理学、管理

学等领域当中。

个案研究开始应用于教育学中，主要是以研究特殊的对象，如问题青少年、适应不

良学生，进行儿童发展和教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近年来，这种深入透彻地关注个例的研究

传统已经涉及到教育研究的其他领域，个案研究逐渐成为教育实践和科研的中介和桥梁。它

有时采用诠释学以及批判理论的方法，来诠释和批判造成个案问题的原因，并提出有效策略

来解决问题，并与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法相配合，其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问题个案，而是一般

常态。

纵观学者们关于个案研究法的研究历程，主要呈现了以下趋势:个案研究由非正式或

前导性研究到现今成为众人所肯定的正式研究方法;由以往问题的解决到今日着重个案问题

之描述、解释与分析;研究对象由早期的适应不良、问题行为儿童到现今的正常儿童;从关注

个案总体的普遍性研究走向关注有关特殊性个案的本质性研究。

笔者检索发现，近十年在社会科学领域关于个案研究或案例研究的文献有 2000 余

篇，其中大部分文献都是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某一现象，而仅有 40 余篇文献对个案

研究方法本身进行研究。此外，在一些教材和专著中也有关于个案研究方法的研究。国外出

现了很多个案研究的专著，如莎兰·B·麦瑞尔姆的《质化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个案研

究的扩展》和罗伯特·K·殷《案例研究:设计与方法》和《案例研究方法的应用》等。国内

目前关于个案研究的专著还不多见，仍是以翻译介绍为主。除此之外，个案研究法更多的是

作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出现在各类研究方法的著作当中，如陈向明的《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

科学研究》，潘淑满的《质性研究:理论与运用》，董奇、申继亮的《心理与教育研究法》

等著作中都论述到个案研究法。归纳起来，学者们关于个案研究法的研究主要围绕着以下几

个问题:个案研究法的基本概况，包括个案研究的内涵、类型、特点等;实施的基本程序;个

案研究的方法与技术;个案研究的信度以及效

度问题。

二、论点举要



(一)个案研究法的基本概况

1.个案研究的内涵

个案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种研究方法，各学者对个案研究的定义有所不同。麦瑞尔

姆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下定义的，认为只要是对一个有界限的系统，诸如一个方案、一个

机构、一个人或一个社会单元，做翔实完整的描述和分析，就是所谓的个案研究。罗伯特·K·殷

从方法论的角度将个案研究定义为:研究者通过多重资料来源，对当前生活脉络的各种现象、

行为和事件所做的一种探究式的研究。林佩璇从研究目的的角度来看，认为个案研究是探讨

一个个案在特定的情境脉络下的活动特质，以了解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张梦中、马克·霍

哲也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定义的，对罗伯特的观点进一步深化，认为个案研究是一种运用

观察、访谈、历史数据、档案材料等方法收集数据，并运用可靠技术对一个事件进行分析，

从而得出带有普遍性结论的研究方法。

纵观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主要是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三个角度对个案

研究进行定义的。事实上，可以将这三个角度结合起来给个案研究下定义。笔者认为，个案

研究就是以一个人、一个团体或一个事件为研究对象，广泛搜集各种资料，综合运用各种方

法(包括质的方法和量的方法)和分析技术，对复杂情境中的现象进行深入探究的研究方法。

2.个案研究的特点

林佩璇结合国外学者的看法，归纳出个案研究的七个特点:整体性、经验理解、独特性、

丰富描述、启发作用、归纳性、自然类推。潘淑满也给出了个案研究的四个特点:在自然情

境下探讨问题;深入式的研究;重视脉络的观点;建构理论。乔伊斯·P·高尔等人认为个案研

究主要有以下特点:对具体事例的研究;对个案的深入研究;在自然情境中对现象进行研究;

代表双重视角(包括研究者视角—他位视角和参与者视角—本位视角)。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主要是从个案研究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

过程几个方面来概括个案研究的特点，均强调研究对象的独特性、研究内容的深入性、方法

的综合性以及在自然情境中进行。

3.个案研究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个案研究可以有多种类型。依据个案数目的多寡划分为:单一个

案研究和多重个案研究。罗伯特·K·殷依据研究的目的将其划分为描述型个案研究、解释

型个案研究和探索型个案研究;殷提出还可根据研究目的和个案数量交叉将个案研究划分为

6种类型:无论单一个案研究还是多重个案研究都可以分为描述型、解释型或探索型三种。

斯特克依据个案研究的特性将其划分为:本质性个案研究、工具性个案研究、集合性个案研

究。贝希则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将个案研究分为下列三种类型:理论探求、理论验证的个案

研究，故事讲述、图画描述的个案研究，评价性个案研究。

依据的角度不同，个案研究就有多种类型，但它们之间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理论探

求、理论验证的个案研究与探索型个案研究相近，故事讲述、图画描述的个案研究就如同描

述型个案研究。在实际的研究当中很少单独运用一种类型的个案研究，而是将几种个案研究

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



(二)个案研究法的实施程序

在不同的研究领域或针对不同的研究问题，个案研究实施的具体程序有所不同。在临床

心理学领域中，个案研究首先要识别与确定研究对象;然后是通过各种方法或渠道收集已确

定的研究对象的有关资料;再依据收集到的有关资料，进行资料的整合，并作出合乎逻辑的

诊断;然后是实施矫治或调整;最后是跟踪研究或随访。罗伯特·K·殷从人类学、社会学的

角度提出个案研究的实施程序:确定问题、设计方案、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以及撰写个案研

究报告。另外一些学者立足于教育研究视角，提出个案研究法的程序，首先要确定个案，对

个案的现状进行评定，收集个案资料，整理分析资料，对个案进行补救、矫正与发展指导，

再进行追踪研究，最后是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

在笔者看来，不同领域的个案研究程序虽然有所不同，但无论哪种类型的个案研究

都必须要有:确定研究问题，选择个案，资料的收集与分析以及撰写个案研究报告。

(三)个案研究的方法与技术

1.个案的选择

关于个案样本选取，斯特克指出样本选择的首要标准是能从样本中获得最大的信息。罗伯

特·K·殷也建议，研究者在选择个案的时候要坚持关键性、独特性和启示性的原则。迈克

尔·巴顿把个案研究者选择个案的步骤描述为目的抽样，旨在选取能够提供和研究目的相关

的丰富信息的个体。巴顿描述了 15 种目的抽样策略，有极端偏差型个案抽样、典型个案抽

样、最大差异抽样、关键个案抽样、滚雪球或链锁式抽样等。莎兰·B·麦瑞尔姆指出选择

个案除了目的抽样外还有理论抽样。这种抽样方式的开始与目的抽样方式是一样的，只是总

体样本并非是提前就被选好的。

2.收集方法

罗伯特·K·殷总结出了六种资料来源:文献、档案记录、访谈、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

和实物证据。莎兰·B·麦瑞尔姆介绍了四种收集质化数据的技术:观察、访谈、文件分析、

网络资源。

罗伯特·K·殷和莎兰·B·麦瑞尔姆总结的是质化数据的来源与方法，实际上个案研究

要收集的不仅涉及到质化数据，还涉及到量化数据。一些学者提出可以通过问卷法、测验或

其他自陈测量、投射技术等方法来收集量化数据。近年来，又有学者通过游戏技术法、投射

技术法等来收集数据。个案资料的收集应将量化与质化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才能得到充分而

有效的资料。

3.分析技术

莎兰·B·麦瑞尔姆认为资料分析包括检查、分类、列表、检验或将定性与定量资料结

合起来证明最初提出的理论假设，并指出分析有三个层次:第一是描述性分析，即叙事;第二

是类别构建，通常是通过不断比较的方法构建起来的;第三是理论建构。多重个案研究具有

自己独特的“层级”，包括“个案内”分析和“跨个案”分析。



罗伯特·K·殷认为分析资料首先应确立一个总体策略，在总体策略指导下进行具体分

析。他提出了三种个案研究分析总体战略—依赖于理论支持观点、在竞争性解释基础上建立

框架、完善案例描述，并在总体分析策略下发展了个案研究五种具体分析技术:模式匹配;

建构性解释;时间序列分析;逻辑模型和跨案例聚类分析。雷尼塔·特奇回顾了各种用来分析

个案研究资料的方法，总结出三类分析方法:结构性分析、诠释性分析和反思性分析。

莎兰·B·麦瑞尔姆、罗伯特·K·殷等都是从定性方法视角切入对个案研究方法进行分

析的，提出的资料分析技术也是针对质性数据的。至于量化数据分析部分，个案研究的学者

们没有做过多的阐述。近年来，也有些学者为定性数据的分析开发出了一些软件，如:澳大

利亚的 QSRInternational 公司开发的 Nvivo，它是一种功能强大的的质性分析软件，能够

有效地分析多种不同的数据，如大量的逐字稿文字，影像图形，声音和录像带数据，是实现

质性研究的最佳工具。Nvivo 通过一个强大的智能应用程序将质的分析和观察带到了一个全

新的层面，能够帮助使用者管理、定型和分析几乎任何语言的任何信息，Nvivo 将成为质性

教育科研的好助手。由于技术原因，这些软件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次数统计，若要提取更丰

富的信息，还有待开发更先进的分析软件。

虽然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个案研究的分析技术，也开发出了一些软件，但其理论性较强，

不易操作，致使许多个案研究法的使用者仍然不知如何分析资料，面对收集的众多材料仍不

知所措。个案研究资料如何才能有效地分析，这也是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四)个案研究的信度与效度

研究者通过从个案研究的信度和效度来确保个案研究的品质。个案研究人员不同的假设

使他们对怎样归纳和评定个案研究成果的效度和信度产生不同的观点。一些个案研究人员带

有实证导向所表达的效度和信度观点与定量研究人员所表达的相似，罗伯特·K·殷和莎

兰·B·麦瑞尔姆就赞同使用建构效度、内在效度、外在效度和信度来判断个案研究的质量。

然而，有些学者反对客观了解现实的实证主义假设，这时效度和信度就成了问题。

在考虑该问题时，有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传统的效度与信度观念不能运用于个案研究的资

料与诠释中。比如解释性研究人员采用善辩、真实性、可信性和相关性的标准。

三、研究反思

回顾国内外学者对个案研究法的研究，可谓是观点涌现、精彩纷呈。然而，在一些具体

问题上仍存在着争议，笔者试图在三个方面进行反思。

(一)个案研究是质的研究，还是量的研究

在国内，个案研究是随着质的研究方法日渐兴起而出现的，教育叙事研究几乎都采用个

案研究的方式，个案研究逐渐成为研究者们喜爱的研究方式。因此，许多学者都将个案研究

归为质化研究的范畴。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个案研究都是叙事研究或质的研究;相反，有些

个案研究是采用定量的、实证的或者实验的研究方法，例如学习发展心理、教育心理方面的

研究。个案研究不是以质性与量性为标准来划分的，而是以研究对象的单一性来界定的。个

案研究不应被看成是一种研究方法，而应看作是一种研究方式或范式。这种研究范式综合运

用各种研究方法来进行研究，它采用观察、访谈、测验或实验、查阅文献和档案记录、发放



问卷等各种方法来收集资料。因此，它既可以是定性研究也可以是定量研究，还可以定性定

量相结合。正如罗伯特斯泰克所言:“个案研究被确定为一种研究形式的原因在于对一些独

立个案的兴趣而不是所用的调查方法。”

(二)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

长期以来，在国内外，问卷调查一直是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则备受争议。人们常常

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对单个个案进行的研究，能有代表性吗?能有多大的代表性?代表性问题

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批评最多的问题，也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在笔者看来，个案研究并不一定要求个案具有代表性，关于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其实

是“虚假问题”。所谓代表性，指的是样本能够再现总体结构和属性的程度。任何样本的出

现都是以样本总体的范围和边界是清楚的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样本是从研究总体中以某种

规则抽取出来的。抽取样本的目的，就是以经济、较少投入原则来达到对总体的认识。为了

达到这个目的，样本就必须具有代表性，这样才能再现总体。然而个案研究没有明确的研究

总体，或者说研究总体的边界是模糊的，个案也不是统计样本，所以它并不一定需要具有代

表性。关于个案研究代表性问题的争议，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在研究的实际过程中，

把调查研究中样本的代表性带入了个案研究中，将个案研究等同于调查研究了。

(三)个案研究结论能否进行推广

另一个对于个案研究的质疑是关于个案研究结论能否推广的问题。人们进行一项研究更

多的是关注研究结论的推广度，极少有研究者只谈论个案本身，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抱负。

即使是那些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是主张特殊主义研究范式的学者，也并不排斥概括。那么个

案研究结论能进行推广吗?如何才能将个案研究结论扩大化呢?

笔者总结了长期以来人们处理该问题的几种途径:(1)个案研究可以通过个案的联结来

实现推广，也就是通过描述大量不同类型的个案，以便能够较完整、深刻地反映整体的状况，

进而实现推广;(2)个案可以作类型学意义上的推广，也就是说，个案不仅要说明它自己，也

要说明与它属于同一类型的其他个体，就如同解剖一只麻雀就可以知道天下所有麻雀的身体

结构一样;(3)个案还可通过读者的认同实现推广，即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把个案与自己的经

验进行对照，接受一致的内容，从而实现推广，究竟个案研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个案或现

象且适用的程度有多大，需要读者自己的判定。

第三部分【视频赏析】

《成长的秘密之小学时代》

http://www.iqiyi.com/v_19rrk86xj0.html 导演:张同道 ：类型:社会 文化

制片国家/地区:中国大陆；上映日期:2012-06-03：片长:30 分钟/集，共 12 集。

该片作为《成长的秘密》（第一部）的续篇，跟踪记录了同一群孩子进入小学后的生活

经历，他们面临小升初的压力，在考试与兴趣、规划与个性之间苦恼，奥数、英语等课外班

占领了周末时间，教育成为家长、孩子与老师之间的一场心理战争。节目真实质朴，声情并

http://www.iqiyi.com/v_19rrk86xj0.html


茂并充满诙谐童趣，通过一系列孩童故事的讲述，揭示了当代儿童成长的秘密，引导家长正

确处理儿童成长中遇到的问题，引发社会以及教育界对儿童教育的再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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