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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论与科学研究方法 第一节  什么是理论 

一、研究的基本含义 
 人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 

 传统 

 权威 

 常识 

 媒体的神话 

 个人经验、直觉 

 科学 

 

 探索中的错误： 

 不确切的观察 

 过度概化 

 选择性观察 

 非逻辑推理 

二、科学研究及其特点 
 科学建立在观察和利用“真实”世界的证据（经验主
义）检验假设（假说）的基础上： 

 逻辑 

 观察 

 科学研究是公开的 

 科学是客观的 

 科学是经验性的 

 科学是系统性和累积性的 

 科学具有可预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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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方法只能阐明那些通过观测而能够回答的问题；
有些问题（哲学的、伦理的或宗教的）本身也许不能
用科学方法去探索。 

三、科学研究的类型 
 科学方法，科学共同体所使用的观念、规则、技术和
步骤 

 研究的应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研究的目的：探索、描述、解释 

 

 研究的时间维度：截面研究、历时研究 

 

 收集资料的方式：定量资料、定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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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什么是理论 
 科学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理论。 

 理论，是指一组相互关联的陈述，它们通过对有关概
念之间关系的描述，提出对某些现象的系统性的解释。 

 理论可以解释、预测或帮助发现事实之间的系统关系。 

 一个理论是部分证实了的关于一种不能直接观测的科
学关系之陈述。 

 理论的构成：概念、范围、关系 

 因果关系： 

 在时序上，先有因后有果。 

 两个变量之间具有实证相关性（实证相关达到何种程
度才被认为是因果关系）。 

 两个变量间的实证相关不因为第三个变量的存在而存
在。 

 理论化的方向： 

 演绎式理论的建构 

 归纳式理论的建构 

 范式指对理论与研究所持的基本取向。 

 范式是指一整套思想体系，其中包括：基本假设、想
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或是想要解答的难题、使用的研究
技术，以及什么是可靠的科学研究的范例。 

 好的理论的特征： 

 解释资料的能力。 

 解释的贴切性；提出好的理由，让人们相信该现象在
说明的条件下是会发生的。 

 可检验性：说明了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的结果。 

 预言新事件：在其领域里超越最初把它发展出来的那
些现象而预言新现象。 

 简约：问题应该用最简单的话来陈述，用最少的假定
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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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 

一、科学研究的步骤 
 观察一种现象； 

 提出尝试性的解释或因果陈述； 

 进一步观测或实验，以排除它种解释； 

 提炼与再一次地检验原来的解释。 

 

决定某个问题 

文献回顾 

提出研究假设或问题 

决定一种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 

搜集相关数据 

用恰当的方式呈现研究结果 

分析和解释结果 

对研究进行重复 

一、提出研究问题或假设 
 

二、研究设计 
 

三、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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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 
 

五、报告结果 
 

第三节  定量研究方法 

一、社会调查法 
 

二、内容分析法 
 

三、实验研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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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定性研究方法 

一、实地研究法 
 

二、历史比较研究法 
 

三、个案研究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