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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转型期民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研究: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为个案》旨在以云南民
族贫困高寒山区的典型缩影——六哨乡为个案，全面、深刻地探讨特殊地区教师群体在社会转型期的
压力状况，分析是什么因素导致当地教师产生这些压力。研究以教师的压力及压力应对方式的研究为
突破口，寻求一种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探求云南民族贫困高寒山区教师适应压力的心理机制和成功应
对压力的模式，为特殊地区教师心理健康辅导工作、教师成长及教师职业的专业化提供参考，进而增
强贫困民族农村地区教师的自尊、自信、自强，提升其生命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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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我们主要采用了叙事的方法，在日常的学校情境中，以参与式
观察者的身份介入，对教师个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记录，形成现场文本，而后对这
些文本进行梳理和分析，尝试把现场文本有效地转换为研究文本，给读者以呈现。同时注重从微观的
层面对六哨乡的教师个案做细致和动态的观察，对他们叙述的事实进行记录和分析，以有别于以往研
究的视角来对教师的职业压力进行探讨，从第三者的角度透视教师的内心感受，将更真实的教育教学
情境展现给读者，让每一个读者都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这些教育教学情境进行意义的建构。本研究
的具体操作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入研究现场，收集资料。2004年5月，我们进入六哨
乡的学校，与当地教师一起生活和工作，作为一名参与式观察者对当地教师进行观察。我们在这种自
然情境下，根据研究需要对教师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仔细观察并详细记录，“从扎根在人类日常生活的
有关实事中发掘实践性真理和理论性真理”。①同时，我们选择在恰当的时机对教师个体进行了开放
式和半结构式的访谈，并在学校领导和教师同意的前提下，收集有关的实物资料，如学校发展的有关
文件资料，各种学校的规章制度、管理规定、会议记录、工作总结以及学校创办的内部交流刊物等。 
第二阶段：梳理和分析所收集到的资料。在观察、记录的同时对所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以便
更好地进行下一步研究，也免去资料堆积多了不知如何着手进行研究的烦恼。同时，试图通过对原始
资料的梳理和分析来寻找情境中的意义。然后结合情景分析和推导式分析的方法，将所收集到的原始
资料又放在教师本身所处的实际的教育教学情境中，对教师及其面临的压力进行再现式分析，通过这
样的验证之后，再把所收集到的资料连接成一个完整、连贯的叙事结构。 第三阶段：撰写研究文本，
得出结论。本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据叙事研究的方式进行探究。但由于叙事研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
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本研究对普适性“大理论”的建构，而叙事研究方法的倡导者普遍认为人类现存
的经验基本上也是故事经验，抓住人类经验的故事性特征是研究人的最佳方式。写得好的故事既接近
经验也接近理论，它们既表述了事实经验，又对故事的参与者和读者起到教育作用。存在主义理论建
构者认为，研究的目的是寻找人类生存的实用性知识，而非抽象的理论。研究对象日常生活中的一些
常识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帮助研究者完善和改进自己的研究思路、方法、步骤和策略，研究者不必拘
泥于那些形式化的、绝对的理论，自己的观察和体验总结出来的知识就可以解释社会现象。 二、研究
效度 关于叙事研究的效度，不同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主张用“真实性”、“可靠性”和“
一致性”等词语来代替“效度”，他们认为叙事研究中“效度”的定义和检测没有量化研究那么清楚
和确定。然而，叙事研究的侧重点不是量化研究所谓的“客观现实”本身，它真正感兴趣的是被试眼
中的“真实”现象，被试看待“真实”现象的角度和方式，以及研究关系在理解“真实”现象时的作
用。“效度”在叙事研究中更多指的是研究报告与实际研究的相符程度，而不像量化研究那样“效度
”就是用来评估研究方法本身的。本研究主要采取以下措施来保证叙事研究的“效度”：第一，详细
说明整个研究过程，还有分析与整理资料的过程；第二，研究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始终注重与被试建
立良好、融洽的关系，与被试共同交流研究的整理稿，尽可能达成观点一致。整个研究过程依赖于实
证证据和课题组其他参与教师的支持以确保准确性。所有的叙述部分最后经过了合作者的认可和细节
修改。然而，解释永远不会结束，文本并没有稳定不变的意义，即使一个最具说服力的解释，在后来
的某一时刻未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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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转型期民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研究: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为个案》是“民族农村
教育研究丛书”之一，《社会转型期民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研究: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
为个案》分为民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的现状及影响因素；民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的原因分析；缓解民
族农村地区教师压力的策略——基于个案实践探索的理论思考等内容。《社会转型期民族农村地区教
师压力研究:以云南省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六哨乡为个案》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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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此书不但揭示了农村教育长期面对的问题与困难，而且还指出农村教育改革的一条路径。值得我
们广大农村教育工作者、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阅读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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