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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图书馆学情报学定性研究方法

ABSTRACT　 T he p rocess of qualita t ive research in lib rary and info r2
m ation science includes the fo llow ing step s: i) fact gathering, including

m ethods of ob servat ion and in terview ; ii) analysis, including class analysis

and descrip t ion analysis; iii) conclu sion. In the app lica t ion of the qualita t ive

research m ethods, one shou ld no te such facto rs as personal experiences,

values and ideo logy,w h ich can affect resu lts. 2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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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与情报学方法论是这两门兄弟

学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优化图书馆学情

报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不仅是提高图书馆学

情报学研究水平和效率, 推动学科建设的需

要, 也是满足图书情报实际工作的需要。近年

来, 图书馆学情报学通过借鉴、移植和杂交等

手段, 使自身的研究方法有了很大的发展。特

别是定量方法的引入, 不仅是图书馆学情报

学研究进步的一个标志, 也是现代科学发展

的一种趋势和知识趋于整体化的一种表征。

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二重性。如果我们遵

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从事物的质与量两个

方面来认识问题, 就会发现运用现代思维和

科学方法去充分揭示客观事物性质和状态的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在定量方法的基础上,

必须同时注重对定性方法的研究和发展。只

有这样才能使二者协调平衡, 符合科学研究

规律, 全面地提高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能力, 从

而建立起完整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方法体

系。

1　关于定性研究方法的界定

什么是定性研究方法? 目前学术界对此

尚无明确、公认的定义。有人将定性研究方法

定义为一种“以准确的词语形式, 而不是以数

字和度量的形式来描述现实[1 ]”的方法。有的

学者更直接地指出“是一种非数据资料的收

集方法[2 ]”; 等等。笔者认为凡具备以下特征

的研究方法就是定性研究方法:

(1) 在形式上是非量化的;

(2) 在内容上是对事件或现象的主要性

质和特征的解释。

应该指出的是, 将研究方法分为“定量

的”和“定性的”主要是为了表述上的方便。而

在实际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 如果我们

想对某一问题、现象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往

往需要根据该事物、问题的特性同时使用各

种不同的方法。事实上,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

者目前使用的方法很多, 可以将其组合序列

用一个两头开放的连续体来表示: 一头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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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研究课题。图书馆学情报学科

研选题的来源有: 上级下达、外部委托以及个

人科研自由选题、学位论文选题、学术团体征

文等。不管何种方式的课题确定, 都是科研活

动的重要开端。如果课题选择不当, 就很难取

得卓有成效的成果。研究课题的选择应遵循

新颖性和创造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行性原

则、唯一性原则。选题可以是图书情报事业发

展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图书情报工作中

的疑难和有待改革的问题, 也可以是来自学

科交叉点或其他来源的课题。

(2) 收集材料。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

在进行定性研究时, 除了通过查阅文献收集

材料外, 还可以运用观察法和访谈法来收集

研究所需的信息。

观察是一种搜集非语言行为的数据资料

的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研究的手段, 它与日常

的观察在科学性方面有本质的区别: 日常的

观察是自发的, 缺乏对先入之见和偏见的反

省; 科学的观察则建立在对知识和过程进行

反思的基础上, 并且是可以控制的活动。观察

一般分为参与型和非参与型两种。在参与型

观察中, 观察者和被观察者一起生活工作, 在

密切的相互接触中观察他们的言行。我国许

多图书情报实际工作者在研究问题时所采用

的观察法通常是参与型观察。这样做的长处

是: 研究的情境比较自然, 研究者可以深入到

被研究者内部, 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行为的意

义。但这样做对研究者的要求比较高: 研究者

不得不同时扮演双重角色, 既是研究者又是

参与者, 这就很难保持研究所必需的心理和

空间距离。在非参与型观察中, 观察者置身于

被观察的世界之外, 作为旁观者了解事件的

动态。我国许多担任图书馆学情报学教学科

研任务的大学教师及研究生通常采用非参与

型观察法。非参与型观察的长处是研究者可

以有一定的距离对研究对象进行比较客观的

观察, 操作起来也容易一些。其弱点是很难对

研究现象进行更深入的了解。有时还因距离

较远, 观察者看不到或听不清正在发生的事

情而影响信息的收集。

与观察方法不同的是, 访谈是一种对话

的技术, 以使研究者能够理解并解释被研究

对象的行为或看法。访谈通常使用开放的形

式, 或者在研究早期采用开放式, 随后逐步缩

小范围, 采用半开放式。访谈结构应灵活宽

松, 在访谈的过程中, 访谈者应注意被访者对

问题的定义和思维方式, 遵循他们的思路, 用

他们的语言来表述所讨论的问题。在访谈过

程中, 被访者的非语言行为对于了解他们的

心理活动也非常重要, 访谈者可以同时观察

被访者的面部表情和形体动作, 不失时机地

记录下来。

(3) 分析材料。原始材料收集上来以后,

需要对其进行分类、归档和编码。图书馆学情

报学定性研究的材料分析一般采用归纳法,

从原始材料逐步抽象到概念, 从个别概括出

一般。通常可用类别分析法和叙述分析法。

类别分析是将具有相同属性的材料归入

同一类别, 材料的属性可以从事物的要素、结

构、功能、原因等各个层面进行分类。类别可

以组成树枝形主从属结构或网状连接形结

构。类别分析一般分为三个阶段: 开放式分

析、轴心式分析和选择式分析。开放式分析要

求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以一种开放的心

态, 尽量排除个人的偏见和定见, 将所有的材

料按其本身所呈现的属性分类。轴心式分析

着重于发现和建立类别之间的各种联系, 包

括因果关系、时间关系、语义关系等等。选择

式分析是在类别中找到一个可以统领所有类

别的类别, 将所有的研究结果统一在这个类

别的范围之内。类别分析的不足之处在于有

可能将一些无法分类、但对研究问题十分重

要的材料排除于结果之外。

此外, 在材料分析中可以用叙述法来弥

补类别分析的不足。叙述法将材料放置于自

然情境之中, 生动逼真地对事件和人物进行

描述和分析。叙述结构可以采纳前因后果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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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时间流动序列、时空回溯、圆周反复等方

式。叙述形式包括轮廓勾勒、片段呈现、个案

分析等。叙述型和类别型分析可以结合起来

使用: 前者可以为后者补充血肉, 后者可以帮

助前者分清层次和结构。如果研究者初步建

立的分析框架、类别, 甚至所研究的问题不符

合收集到的原始材料, 研究者可以随时进行

修改。

在材料分析的基础上, 图书馆学情报学

的研究者往往能顺势得到结论。值得注意的

是, 在做结论时应该注意材料之间的异同, 避

免为了使结论看上去完整精确而牺牲材料的

丰富复杂性。结论应符合材料的真实。尽管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也可以借助个人的经

验和直觉来提出观点得出结论或建立理论,

但它们必须建立在原始材料的基础之上, 不

能凭空杜撰。

4　定性研究中应注意的问题

与定量研究不同的是, 定性研究的主观

性较强。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者个人的生活

经历、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对研究会有很大

的影响。研究者本人对被研究现象的看法和

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研究问题的提出、

理论框架的设计、材料的选择和分析以及对

结果的阐释。此外, 人们的思想行为常具有某

些利益动机。即使是“知识”、“事实”、“真理”

都受到某种价值观或理论的制约。由于价值

体系、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历史发展等原

因, 人们对这些潜在的制约还缺乏认识。因

此, 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

哲学为指导, 坚持用唯物辩证法的原理来分

析认识图书情报事业中出现的各种现象和问

题。只有这样, 才能使研究结果具有较高的客

观性、可靠性、可重复性和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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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级领导要重视知识工程

各级领导对知识工程的重视程度将直接

影响到知识工程的实施和进展, 因为领导者

拥有实施知识工程的人权、财权、指挥权, 能

够决定投资等。因此, 中央各部委、省、自治

区、直辖市、县 (市)各级领导在思想上要充分

认识到知识工程的重要性; 在实践中要为知

识工程的实施创条件、开绿灯。有些部门的领

导最好亲身投入到知识工程的组织实施中

去, 为知识工程的顺利、有效开展献计献策。

只要中央下决心把这项工程搞上去, 它

就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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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控制的在实验室条件下进行的量化研究,

另一头是纯粹的定性思辨; 在这两者之间存

在着很多不同的方式, 且整个连续体同时不

断地往横向和纵向扩展和变化。

2　定性研究方法的意义

描述图书情报工作实践中的问题和现

象。对有关问题现象的历史过程、事件发展、

人的相互关系或相互行为等方面, 定量数据

很难搞清, 而采用定性研究方法 (例如观察和

访谈方法)便能将其较清楚地描述出来。定量

方法也用于现象问题的描述, 但其常常限于

表层, 或囿于变量的多寡及其复杂程序, 容易

损失一些有意义的研究信息。

发现理论或形成假设。从整体上说, 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是循序渐进的。对于正在研

究的领域或将要研究的领域, 研究者可能知

之甚少, 对图书情报工作实践中出现的某些

问题, 研究者还未掌握第一手资料。在这种情

况下, 定性方法比定量方法更容易发现理论

或形成有意义的假设。因为定性方法的主要

逻辑是归纳, 即通过观察事实或访问归纳出

相应的理论结论或假设。而定量方法的主要

逻辑是演绎。演绎则需要首先建立理论假设

或从既定的理论论证出发, 用定量数据来证

明或修改理论。在研究者对研究对象还未能

掌握第一手资料的情况下, 理论概念、命题及

其假设都是难以建立的。而通过定性方法发

现或形成的理论经过解释, 可作为定量研究

的假设, 用定量数据加以证明、检验或修正。

了解图书情报工作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

现象产生的原因、发生发展过程及问题现象

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 图书情报事业发展的

运行机制以及政治、文化、经济等制约因素的

研究等等。

定性研究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当研究者

进行定量研究时, 其量化指标的确定, 如一些

参数的选择以及定性指标的量化, 都是由定

性分析研究后给出的。有些定量方法是在一

定范围内和假定的情况下应用的, 而这种假

定多数是由人的主观认识决定的, 或是根据

定性分析得出的。有些定量方法的公式本身

就是经验公式, 实际上是一种定性分析研究

的具体化。在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中定量研

究的结果往往需要明确的定性阐述。另外, 定

量方法的运用还会受到社会现实的局限, 如

有不少的定量方法因收集不到有关数据而不

能被应用, 因而只能求助于定性方法解决。再

则, 有时尽管有了数据, 但可靠性差。为尽量

使研究结论接近真实, 就使定量方法中含有

大量的定性分析研究。

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其长处和局限

性, 不能离开所要解决的问题来评论这两类

方法的孰优孰劣, 以致厚此薄彼。实践证明,

在完成一项图书馆学情报学课题的研究过程

中, 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往往是相辅相成, 缺

一不可的。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基础和前

提, 定量分析则是定性分析的精确化和具体

化, 两者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所以在图书

馆学情报学研究中, 应该提倡定性方法与定

量方法相结合。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种种因素

的限定与制约, 特别是数据来源尚不充分, 定

量方法的应用尚存有不少困难, 故此在现行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活动中, 应以定性研

究方法为主, 定量方法为辅。

3　定性研究的过程和方法

图书馆学情报学定性研究的过程一般包

括: 选择研究课题、收集材料、分析材料、做出

结论等几个步骤。虽然这些步骤在形式上和

定量研究有相似之处, 但其运行顺序、包含的

内容以及操作手段却不相同。由于定性研究

本身是一个不断演化渐进的过程, 以上这些

环节在实际操作时并不是孤立的、依次进行

的。它们之间彼此相互重叠、互相渗透、循环

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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