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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探讨两大类叙事探究的原理、技术与实例：讲述与亲历。在讲述与亲
历中，研究者以叙事的方式与个人相处，用活生生的故事创造着生活，某种程度上促进着生存。专业
领域涉及叙事心理学、教学、组织研究、护理、健康治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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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瑾·克兰迪宁（D.Jean Clandinin） 译者：鞠玉翠  瑾·克兰迪宁，加拿大艾尔伯特大学
的教授，目前担任该校师资培育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她在叙事探究、课程研究和师资培育等领域
上的研究声誉卓著，昕获奖励甚多，最近荣获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课程研究终身成就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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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档案文件生活在一起
第二章 不可言说、拉康的心理分析以及叙事访谈的艺术
叙事心理学与访谈的历史、概念以及对立面
拉康的心理分析、主体以及自我的影幻
诗意解释法：倾听无意识
叙事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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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叙事探究中的语言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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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质性研究场景中推动边界
第七章 生活故事访谈在叙事探究中的媒介作用
生活故事访谈的历史及学术背景
生活故事在研究中的运用
作为方法论桥梁的生活故事访谈
生活故事访谈的意义
作为过程的生活故事访谈
作为结果的生活故事访谈
生活故事访谈在叙事方法连续体中的
位置
伦理与解释问题
未来的方向
结论
第二部分 从生活故事说起
第八章 关系的回响：在故事编织的生活和语境中塑造和重塑叙事研究
觉醒于叙事之知和研究
置身于我们和参与者编织故事的生活和语境
扩大对话范围：通过关系的生活和对
他人的研究来学习
在叙事研究的现在和将来的复杂性中
徘徊在情境的生活中协商
想象未来
第九章 撰写视觉的叙事探究
叙事的开端
把视觉与叙事探究结合起来的界定
视觉叙事探究的理论源泉
其他视觉叙事探究学者的研究
视觉叙事探究中照片运用的风格
照片中的叙事探究：合作的过程
无处不在的伦理
我的叙事探究的案例
第十章 我的故事就是我活生生的教育理论
我关注的是什么？
我为什么要关注？
我可以描述什么样的体验来表明我
关注的理由?
关于它，我能做什么和将要做什么?
我怎样评估我的行动的教育影响?
我怎样展示在学习中我的教育影响叙述的有效性?
在评估方面我将怎样修改我的关注、观念和行动?
第十一章 从威尔达到迪斯尼
介绍
批判性的前叙事方法
故事结构的四种性质
威尔达·谢尔顿
迪斯尼
讨论与结论
第十二章 行动叙事——从故事讲述到自然发生的戏剧
康复和人类学中的叙事及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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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戏剧
结论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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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生活故事访谈在叙事方法连续体中的位置 以回顾生活故事作为一个桥梁，我们可以从中看
到更多运用生活故事的相关连续体。首先，在使用叙事方法论的学科间，生活故事访谈在从独特到普
遍的连续统一体中搭建了一座桥梁。很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往往找寻两种资料，专门针对某一案例研究
的，或是收集自各种资料源的。生活故事访谈的方法，既要求个体独特性，又要求个体普遍性（即共
同动机和原始模型）。其次，在叙事探究方法论本身中，在个人性和规律性之间有个连续统一体：自
传和个人文件起步于个人性，一而生活故事将个人性连接到规律性，之后发展为生活史、口述史和传
记。 再者，在讲述叙事和经历叙事（或者说是经历过的生活和正在经历的生活）之间，生活故事访谈
代表了讲述生活故事的过程和正在发生的生活故事经历间的自然桥梁。生活故事访谈方法可能更像个
体帮助另一个体讲述自己的故事。然而这只是一部分。生活故事访谈还有更重要的作用：讲故事，传
递发生过、正在发生的、甚至将来可能发生的有意义的经历，这些活生生的经历仍然展现出熟悉的形
式。 即使生活故事的采集方法是面谈，即引导对方讲故事（过程），起作用的还是发生在某人身上的
经历。即便在人种学的前提下，当采访者与参与者有一定的关系，那么所讲述的故事也不一定能展现
其全部。虽然开头可能因为与受访者的关系而得到正在经历的故事，但常常不包括曾经发生过的故事
。 在生活故事访谈中，既有已发生过的故事，也有正在发生的故事。虽然开始的时候通常是过去的或
是经历过的故事，但生活故事不会止步于仅仅发展到现在，不仅是越来越接近正在发生的故事，同时
这些故事新鲜生动，重新回归生活，并一直存在于故事讲述者的意识、心灵和灵魂之中。 讲故事为我
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个人生活的主观角度，因为它展现了整个生活，同时也让我们有幸窥见讲故事者现
在的状态以及将来的持续性。可能讲故事和经历故事没有明显的区别。在生活故事的背景里，这个区
别可能都不存在。生活故事既是已经讲过的故事，也是已经经历过的故事。有的时候讲故事包含了经
历故事，有时候经历故事也包含了讲故事。 最后，在所说故事的整体与局部间，生活故事访谈连接了
个体生活部分的观察和对整体的观察。生活故事按照时间顺序或者主题被一一讲述出来。这些人生中
的关键部分也可被视作融合成整个人生。同时，生活作为一个整体的角度也不因为特别的生活故事或
是强调某一部分生活的研究而缺失。人们仍然可以在完整的生活背景下，通过某些深刻问题而更好地
理解人生中那些更具体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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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叙事探究:原理、技术与实例》是叙事探究方面的权威指导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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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挺有意思的，看到叙事研究的丰富多样了。不过，如果真的要搞叙事研究可能也要好好想一想，
怎么让我们的研究结果更加清晰，表达的学术味也不要那么浓，不该啰嗦的地方不要一味的抒情记叙
，毕竟是想要与他人交换经验所以才做研究的是不是？
2、还在慢慢阅读中，对工作有帮助。
3、叙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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