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目　 录

第一部分　 绪　 　 论

第一章　 研究的定义、过程及分类 (3)………………………………

第一节　 “研究”的界定 (3)……………………………………
第二节　 研究过程 (6)…………………………………………
第三节　 研究的分类 (9)………………………………………
小结 (13)…………………………………………………………
讨论题 (14)………………………………………………………

第二章　 基本概念 (15)…………………………………………………

第一节　 假设、理论及理论模式 (15)…………………………
第二节　 研究对象总体与样本　 (19)…………………………
第三节　 变　 　 量 (20)…………………………………………
第四节　 测量方式 (25)…………………………………………
第五节　 如何将理论定义变为操作定义? (29)………………
小结 (32)…………………………………………………………
讨论题 (33)………………………………………………………

第二部分　 研究方法

第三章　 提出研究问题 (37)……………………………………………

第一节　 提出问题的步骤 (37)…………………………………
第二节　 选题、定题过程中的困难 (43)………………………
小结 (48)…………………………………………………………
讨论题 (48)………………………………………………………

第四章　 阅读文献 (50)…………………………………………………

第一节　 文献来源 (50)…………………………………………

ⅴ



第二节　 查询、阅读、综述文献的一般程序 (53)………………

第三节　 确定文献阅读范围 (56)………………………………

第四节　 整理与综合文献 (58)…………………………………

小结 (60)…………………………………………………………

讨论题 (60)………………………………………………………

第五章　 选择研究设计 (62)……………………………………………

第一节　 定量与定性 (62)………………………………………

第二节　 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的关系 (67)……………………

第三节　 单一式研究设计还是混合式研究设计 (69)…………

第四节　 设计分类的复杂性 (73)………………………………

小结 (75)………………………………………………………

讨论题 (76)………………………………………………………

第六章　 问卷调查 (77)…………………………………………………

第一节　 问卷调查简介 (77)……………………………………

第二节　 问卷设计 (77)…………………………………………

第三节　 问卷答案的分级 (88)…………………………………

第四节　 选择调查对象 (91)……………………………………

第五节　 实施问卷调查 (96)……………………………………

小结 (98)…………………………………………………………

讨论题 (98)………………………………………………………

第七章　 实验研究 (100)…………………………………………………

第一节　 什么是实验研究? (100)……………………………

第二节　 因果关系 (102)………………………………………

第三节　 实验的效度 (103)……………………………………

第四节　 实验研究的种类 (110)………………………………

第五节　 实验研究的程序 (114)………………………………

小结 (118)………………………………………………………

讨论题 (119)……………………………………………………

第八章　 个案研究 (120)………………………………………………

第一节　 什么是个案研究 (120)………………………………

ⅵ



第二节　 选择研究对象 (121)…………………………………
第三节　 收集数据 (123)………………………………………
小结 (137)………………………………………………………
讨论题 (137)……………………………………………………

第九章　 微变化研究 (138)……………………………………………

第一节　 什么是微变化研究? (138)…………………………
第二节　 认知心理学领域中微变化研究的案例 (141)………
第三节　 微变化研究在二语习得领域内的应用前景 (145)…
小结 (153)………………………………………………………
讨论题 (153)……………………………………………………

第十章　 统计学入门 (154)……………………………………………

第一节　 统计学简介 (154)……………………………………
第二节　 描述性统计 (155)……………………………………
第三节　 推断性统计 (163)……………………………………
小结 (167)………………………………………………………
讨论题 (167)……………………………………………………

第十一章　 定量数据分析 (168)………………………………………

第一节　 SPSS for Windows 概述 (168)……………………
第二节　 问卷数据分析 (170)………………………………
第三节　 分析实验数据 (192)………………………………
小结 (194)……………………………………………………
讨论题 (195)…………………………………………………

第十二章　 定性数据分析 (196)………………………………………

第一节　 分析定性数据的 3 个选择 (196)…………………
第二节　 数据的准备 (198)…………………………………
第三节　 定性分析 (202)……………………………………
第四节　 效度和信度 (212)…………………………………
小结 (212)……………………………………………………
讨论题 (213)…………………………………………………

ⅶ



第三部分　 论文写作

第十三章　 概　 述 (217)………………………………………………

第一节　 论文是 thesis 还是 dissertation? (217)……………
第二节　 论文结构 (217)……………………………………
小结 (224)……………………………………………………
讨论题 (224)…………………………………………………

第十四章　 论文写作 (226)……………………………………………

第一节　 “引言”的撰写 (226)………………………………
第二节　 “文献回顾”的撰写 (227)…………………………
第三节　 “研究方法”的撰写 (234)…………………………
第四节　 “研究结果与讨论”的撰写 (238)…………………
第五节　 如何写“结论” (243)………………………………
小结 (247)……………………………………………………
讨论题 (247)…………………………………………………

第十五章　 论文的写作格式 (248)……………………………………

第一节　 论文写作格式的基本要求 (248)…………………
第二节　 美国心理学协会论文写作规则 (249)……………
小结 (260)……………………………………………………
讨论题 (261)…………………………………………………

参考文献 (262)…………………………………………………………

附录　 　 　
附录一: A SURVEY STUDY (271)…………………………
附录二: 实验研究 (290)……………………………………
附录三: 个案研究 (299)……………………………………
附录四: 随机数字表 (317)…………………………………

ⅷ



第第一一部部分分 绪 论
绪论包括两章。第一章介绍 “研究”的定义、过程

及分类,第二章解释相关的基本概念。通过绪论的

学习,你应该能:

 • 理解 “研究”的基本标准;
 • 了解 “研究”全过程;
 • 区别不同类型的 “研究”;
 • 掌握与 “研究”相关的基本概念。





第一章 研究的定义、 过程及分类

第一节 “研究”的界定

应用语言学研究者E.Hatch&H.Farhady (1982)将 “研究”定义

为:“用系统方法探求问题的答案” (asystematicapproachtofindingan-
swerstoquestions)。这个定义涵盖了研究的3个要素:问题 (questions)、
系统方法 (asystematicapproach)和答案 (answers)。本书将采用Hatch和

Farhady的定义,系统描述研究方法和指导论文写作。
图1.1根据上述定义描述了研究的简单模式。所有的研究都始于问

题,解决问题的手段是系统的研究方法,最终得到的结果是问题的答

案。有了适当的问题,并不能自动产生系统的研究方法,没有系统的方

法自然不会得到有效的答案。退一步说,即使找到值得研究的问题,又

采用了系统的方法,答案有时也未必有效,因为研究结果的解释可能会

有悖逻辑,或经不起推敲。因此,从事研究时,3个要素必须等量齐观,
不能厚此薄彼。

图1.1:研究模式简图

1.确定研究问题

确定研究问题是研究的第一步。然而要找到令人满意的问题并非易

事。所谓令人满意的问题必须满足3个条件:有价值 (significant)、有新

意 (original)、有可行性 (feasible)。
所谓有价值,指的是实用价值或理论价值。前者指研究结果能对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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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的改进提出建议;后者指对现存理论提出挑战、支持或补充。一

项研究可能具有实用价值或者理论价值,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但不少缺

乏研究经验的人时常提出价值不大的问题。例如,有人提出: “在二语

写作中,写作水平高的人所犯语法错误是否少于写作水平低的人?”显

然,写作水平高的人肯定比写作水平低的人要少犯语法错误,否则何以

称作写作水平高的人呢? 如果把问题改成 “写作水平高的人与写作水平

低的人相比,他们在语法准确性方面有何不同?”就有价值了。这样的

研究结果一方面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写作水平高的人与写作水平低的人在

语法准确性上存在的差异;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可以为建立中介语发展的

理论模式提供证据。
所谓问题有新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存在于完全没有新意到很

有新意的一个连续区间内。完全没有新意的题目可能有两种。一种是前

人在这个领域中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第二种是所提的问题纯属常识性

问题,答案不究自明。具有百分之百新意的问题是指没有文献可查考,
没有方法可借鉴,一切都需要研究者自己去尝试的问题。笔者认为完全

没有新意和具有百分之百新意的问题都不适合硕士生和博士生做研究。
比较合适的新意程度是:提出的问题与前人的研究有些相同,又有些不

同。不同点可以体现在一个或多个方面,例如学习者成绩上的差别有的

是因为学习环境不同,有的是因为学习者的类型不同,有的是因为收集

数据和分析数据的方法不同。
所谓有可行性,指的是研究者能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利用现有的

人力、物力、财力找到问题的答案。这一要求似乎有点多余,然而初搞

研究的人往往对这一点认识不足,常常有好高骛远的毛病。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为重要。

解决一个问题也许只需要数学上的运算或实验的操作,而提出新的问

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创造性的想像力,这

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因此,确定一个好的问题是研究中最难的一

部分,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忽视。研究就好比长途跋涉,问题确定得不

好,就会误入歧途,结果既浪费时间又浪费精力。难怪 Nunan (1992:

211)在书中强调 “只要能把研究问题确定好,花多少时间都值得。”

2.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

本书所阐述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是社会科学领域内教育科学和语言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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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交叉性学科研究。众所周知,语言现象、教育过程错综复杂,如果

不能运用适当的科学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往往就无法得到有信度、
有效度、有价值的发现。

系统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科学的、公认的、可操作的、可重复的研究

方法。它需要一整套明确、合理的研究步骤。这些步骤的合理性决定了

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如果是采用定量设计,这些步骤必须在收集数据之

前确定,并要通过先导性试验,对不完善的地方进行调整后,再进行正

式研究,以确保设计步骤的可行性。如果是采用定性设计,具体步骤通

常在研究过程中逐步确定。这两种情况,不管哪一种,选择研究对象的

步骤、收集数据的过程和分析数据的方法都应该有理有据,清清楚楚记

录在案。换句话说,研究过程中的所有步骤都是公开、透明,可表述

的,每个步骤都应该有科学的依据和合理的解释,而不是研究者随心所

欲的决定。
运用系统的研究方法从事研究也是社会科学中进行重复研究的必要

条件。如果一项研究设计的步骤含混不清,别人就无法重复,无法验

证,缺乏可比性。这一点在我国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自然科学实验

结果的发表一般是多次试验的结果。而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是千差万别

的人,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批受试者身上多次重复某一项试验,因此社会

科学的研究结果必须要由其他研究者进行重复检验,只有在多次重复研

究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建立比较可信的理论。

3.寻求有效度的答案

作为一项研究,就必然希望寻求一个有效度的答案。所谓问题的答

案要有效度,就是说答案是惟一的答案。如果还有其他答案,这项研究

的效度就要受到怀疑。这里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例如:某项研究的

问题是:“阅读量与词汇量是否有密切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阅读量与

词汇量之间存在着正相关,换句话说,二语学习者阅读量越大,他们的

词汇量就可能越大。这一研究结果看起来既符合我们的直觉又合乎逻

辑。然而,一位有经验的研究者很快发现该项研究中所用的词汇测试存

在严重问题,这时答案的效度就值得怀疑,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有了两个

答案:(1)阅读量与词汇量之间的确存在着密切关系;(2)阅读量与词

汇量可能没有密切关系,但由于词汇测试的偏差,产生了正相关的关

系。再如,有一项研究旨在研究二语学习中的性别差异。研究发现在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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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水平测试中,英语专业的女生比男生考得好,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在二语学习方面,女生比男生聪明。很明显,关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

有十余种解释,如:女生比男生花的时间多;女生比男生把考试当回

事;最聪明的男生去学理工科,而没有学英语专业,等等。既然其他的

解释也讲得通,那么,这一结论的效度就值得怀疑。

第二节 研究过程

人们常常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来观察研究过程。这里,我

们介绍的 “循环说”和 “流程说”就是其中的两种。

1.循环说

Rudestam&Newton(1992)认为研究过程的各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
简单地说,研究过程至少由两个循环组成,每个循环有四个阶段 (参见

图1.2)。第一个循环的各阶段依次为:进行实际观察、提出假设、建构

理论框架、产生具体选题。第二个循环的各阶段依次为:收集数据、分

析数据、把研究成果纳入某一理论框架,再确定新的研究选题。Rud-
estam和Newton认为归纳和演绎应该贯穿研究的全过程,大致说来左边

的各步骤使用的是归纳,右边的各步骤使用的是演绎。
第一循环

第一循环始于实际观察,通过观察,确定研究方向;第二阶段提出

假设,即以陈述形式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如:学习目的与选择

学习策略有关;第三阶段根据相关理论和前人的研究,提出一个理论框

架,然后把假设置于理论框架内考察。初做研究的人觉得这一阶段很

难、要求很高;第四阶段产生具体的研究选题,选题一旦确定,第一个

循环就完成了。
第二循环

第二循环的第一阶段是针对要研究的问题收集数据,这一过程也可

以看作为实际观察的一种形式。第二阶段是分析数据。第三阶段形成理

论框架,即在分析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归纳进行概括,然后把概

括出的东西形成理论框架。第四阶段根据理论框架,提出新的研究问

题,并进一步明确研究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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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说”强调研究的动态性和循环性。但这个模型以定量研究为

基础,没有考虑定性研究的实际情况。定量研究是为了检验假设,验证

理论;而定性研究初期不可能形成完整的假设。我们以后再对这个问题

进行讨论。

2.流程说

Wen(2001)提出的 “流程说”(参见图1.3)比较简单,易于理解,
更适合研究新手。它强调的是研究全过程应该完成的任务和步骤,而不

是这些任务或步骤之间的相互作用。根据图1.3,研究包括6刁任务:
确定选题、阅读文献、选择研究设计、收集数据、分析数据、撰写论

文。这里用向下的箭头表示6大任务之间的顺序。最后的返回箭头从

“撰写论文”又回到 “确定选题”,表示论文完成后,研究者将会投入新

的研究。

图1.2:循环说模型

在研究过程中,这6项任务不能互相替代,不能厚此薄彼,它们是

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任何一项任务完成得不好,都有可能毁掉整个研

究。这6项任务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关系。一般说来,前后顺序不能

改变。例如:收集数据不能在确定选题前面,又如:撰写论文不能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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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数据前面。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项任务之间的顺序不一定总是清

楚明了的。例如阅读文献贯穿于选题和选择设计研究的始终。当研究者

对研究方向有个大致了解后,就需要通过查找阅读相关文献来缩小研究

范围、确定研究焦点。选择研究设计时,还需要阅读文献,这是因为选

择研究设计不仅受到选题的制约,而且还受到以前研究方法的限制。
作为研究新手,最好先按照这个顺序逐一完成任务,一旦熟悉了研

究的过程,就可以灵活处理,不受这个顺序的限制。Blaxer(1996)曾经

指出:“现实中的研究往往杂乱无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流程图没

有真实反映研究现实。但流程图有两个好处:一是简明扼要,能够帮助

研究入门者记住研究的大致过程,二是既适合定量研究,又适合定性研

究。

图1.3:研究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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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研究的分类

不同的研究可以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来源这两个参数进行分类 (参
见表1.1)。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可以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

研究;依据不同的数据来源,研究可分为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

分类依据 研究类型

研究目的 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

数据来源 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

表1.1 研究的分类

1.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建构新的理论或检验已有的理论。应

用性研究旨在解决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从事应用性研究的人往往与二语

教学有着直接的联系,如:二语教师、二语教材编写者和二语测试设计

者等。
基础理论研究

如前所述,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所在是理论问题,而不是生活中的

实际问题。例如:Krashen对 “监控”理论的建构就可以看作理论研究。
他的理论模式包括以下5个假说:

1)习得—学得假说;

2)自然顺序假说;

3)监控假说;

4)输入假说;

5)情感过滤假说。
上述理论最初并不是 Krashen本人提出的。例如:输入假说最初是

MacNamara在1972年提出来的 (Krashen,1985),自然顺序假说最初是

Corder在1967年提出来的。Krashen通过研究、分析和综合相关文献,
加上他本人的实证研究,建构了这一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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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研究的例子在LanguageLearning (《语言学习》)、AppliedLin-
guistics (《应用语言学》)等国际学术刊物以及 《现代外语》、《外语教学

与研究》等国内学术刊物上俯拾皆是。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例1 (Ye,1994)
本研究旨在测量文化背景知识对二语阅读理解的影响。研究者选择

了两篇难度相当,有关不同文化的短文,一篇是关于中国的中秋节,另

一篇是关于美国的感恩节。60名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参加了这项研究,他

们在阅读结束后,接受了阅读理解测试。最后,研究者比较了两篇阅读

理解的成绩。研究发现,学生对关于中秋节的短文理解得更好。
例2 (Wu,1998)
本研究旨在调查学生的语用知识与语言水平的相关性。90名英语专

业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语用能力测试。根据他们的英语总成绩,研究者

把他们分为好、中、差3组。笔者运用统计方法,来比较这3组学生的

语用能力。研究结果表明,学生的二语水平与他们的语用知识关系非常

密切。
以上两个例子都想检验现行的理论假设。在例1中,Ye以非英语专

业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验证了 “文化背景知识是影响阅读理解质量的一

个重要因素”这一假说。在例2中,Wu对语用知识与二语能力的密切

关系进行了验证。尽管这两项研究的发现对二语教学均有价值,但是不

能解决实际问题。
应用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旨在解决课堂教学或与教学相关的一些实际问题,这些

研究的成果可以直接为同行试用和借鉴。请看下面两个例子:
例1
本研究使用语言实验室进行口语教学,以探讨大班口语教学的新路

子 (Wen&Wu,1998)。参加这项研究的29名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

专业二年级的学生来自同一个班级。这项研究为期4个月。学期结束

时,要求学生用无记名方式填写 “对运用语言实验室进行口语教学意见

的问卷”,其内容涉及以下4个方面:1)对在语言实验室里上口语课的

态度;2)比较在普通教室和在语言实验室里上口语课自己练习英语机

会的多少;3)比较在普通教室和在语言实验室里说英语的紧张程度;

4)比较在普通教室和在语言实验室里上口语课口语水平提高的速度。
根据学生对问卷的回答,他们发现学生对在语言实验室里进行口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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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采取的态度是积极的。尽管在语言实验室里上口语课有一些不足之

处,但利弊相比,还是利大于弊。
例2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语言实验室里进行大规模口语测试的可行性。该

项实验前后持续了5年,研究的内容涉及以下3个方面:1)测试的内容

与难度;2)测 试 的 实 施;3)对 磁 带 的 评 估。来 自60所 不 同 高 校 的

3,300名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参加了这项实验。每次实验后,研究者都

根据学生和教师对测试所反馈的意见进行修改。最终在1995年5月该项

实验被确立为全国英语专业四级口语测试的形式 (文秋芳,2000)。
以上两个例子都属于应用性研究,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在例1中,

Wen和 Wu研究如何更为有效地进行大班口语教学。在例2中,作者旨

在设计能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口语测试。尽管这两项研究成果对实

际教学、教学大纲设计以及测试有直接影响,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从

理论上讲,在语言实验室进行口语教学,或在语言实验室里测试口语比

其他形式要更好。
研究目的:是彼此分离还是相互联系?

在上述的讨论中,Wen根据研究目的列举了不同的例子说明基础理

论研究与应用性研究的区别,这可能会给人一个印象:基础理论研究与

应用性研究泾渭分明,互不关联。其实不然,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性研

究的界限只是相对的。在实践中,研究往往带有双重或多重目的。基础

理论研究具有实用价值,应用性研究也有理论价值。因此,基础理论研

究与应用性研究只是各自目的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2.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

根据资料来源,研究可分为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文献研究的资料

是文件、著作或杂志中的文章或者已经发表的、别人收集的数据,而实

证研究的数据来自现实生活,是第一手信息。
文献研究

文献研究又称为图书馆内研究。例如教师要求硕士生完成一篇学期

论文,题目为 “选择两个你认为最重要的学习者因素来说明二语学习中

的个人差异”。要想完成这篇学期论文,学生首先要到图书馆去查找相

关资料阅读,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确定两个学习者因素。设想某个学

生选择了 “动机”与 “学习策略”这两个因素。他就需要查找并阅读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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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两个变量的文章,其中有的是理论阐述,有的是别人就这两个变量

所从事的实证研究。在阅读的基础上,他需要进行整理、归纳、综合,
最后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条理的论文。这样的学期论文能够帮助读者系

统了解现有文献对某个问题的理论纷争与实际的研究结果。好的学期论

文还可以提出富有创造性的见解。
综述性文章是典型的文献研究。研究者回顾某个领域最近的研究,

然后对已发表的成果进行总结、分析、评价或综合。虽然研究者回顾的

材料并不是新的,但是一篇好的综述性文章同样具有真知灼见。如:

Oxford和Crookall在1989年发表的 “语言学习策略研究:方法、发现及

教学问题”就属于这一类文章。他们根据前人在这一领域使用的研究方

法,对各种有关语言学习策略的实证研究进行描写和评价,最后,对以

后这一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建议。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所有资料和数据一般来说都是研究者亲自收集的。研究

者既可能从二语学生那儿收集,也可能从二语教师那儿收集。实证研究

可以是基础理论研究,也可以是应用性研究。请看下面几个例子:
例1
为了调查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在阅读策略上的差异,研究者对60名

非英语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份问卷采用的是5分量表,即:

1=这句话完全不适合我;2=这句话通常不适合我;3=这句话有时适合

我;4=这句话通常适合我;5=这句话完全适合我。整个问卷由25个问

题组成,选择其中一个数字填在每句话后的括号里。最后用统计分析方

法对数据进行比较。
例2
为了调查善学者与不善学者在阅读策略上的差异,研究者把12个

学生平均分成两组,一组为善学者,另一组为不善学者。接着,研究者

要求他们阅读一篇短文,阅读时用有声思维的方式把他们大脑里所想的

报告出来。整个过程用录音机记录下来,然后再整理成文字材料。根据

口头报告对阅读策略进行分类,最后再把这些类型加以比较。
例3
为了研究英语专业二年级的学生在二语写作过程中使用母语的情

况,研究者就在写作不同阶段是否使用母语这一问题对50名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查。问卷共15题,采用3分量表,即:从不—有时—通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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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首先对问卷调查的结果进行统计分析,然后从50个学生中,分别

选出8个使用母语最多的人和使用母语最少的人进行访谈。在访谈中,
要求访谈对象详细描述二语的写作过程并解释在写作过程中怎样使用母

语和为什么使用母语。最后,对访谈收集的材料进行分类,作为问卷调

查的补充。
近年来,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国内外已建立了许多语料库。这些

语料库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语料,其中既有书面语语料,又有口语语

料。对于一个研究新手来说,使用现有语料库的数据进行研究非常方

便,因为任何一个研究者在时间和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都很难大规模地

收集数据。这样,就出现一个问题:使用语料库进行研究,究竟是实证

研究还是文献研究呢? 笔者认为,就语料库的数据而言,它们是别人收

集的,然而,这些原始数据尚未有人如此分析过,因此,这类研究仍属

实证研究。
通过上述讨论,笔者试图解释实证研究有别于文献研究。实际上,

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文献研究都不能孤立地进行。文献研究依赖于实证

研究,而实证研究又起源于文献研究。

3.对研究生的要求

作为应用语言学研究生,有人可能要问: “我们应该做哪一类的研

究?”我们的回答是:“4类研究都应该学会。就学位论文而言,应该是

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的有机结合。就学期论文而言,一般是文献研究,
但不排斥小型或微型的实证研究。值得一提的是,博士论文中的实证研

究必须具有理论价值。

小结

“研究”可定义为:用系统方法探求问题的答案。任何一项好的研

究都必须满足3个条件:1)问题要有价值、有新意、有可行性;2)研

究步骤应是有理有据、清楚、明确,可以重复进行;3)答案具有效度。
对研究过程的描述有 “循环说”和 “流程说”两种。 “循环说”强调的

是研究的动态方面,而 “流程说”强调的是研究应该完成的6项任务。
每个研究新手都应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等到熟练后,可灵活调整顺

序。研究就其目的而言,可分为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就其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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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而言,可分为文献研究和实证研究。这4种研究,研究生都要掌

握。而在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硕士和博士论文中,文献研究与实证研究是

论文的主体。

讨论题

1.关于 “研究”,这本书中的定义与你的定义以及你在其他书上看到的

定义有什么不同?

2.在近期出版的国际杂志上找一篇研究论文,和同学讨论下列几个问

题:

1)这篇论文研究的问题是什么?

2)这篇论文采用了什么研究方法?

3)研究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3.问题、系统方法和答案这3个研究要素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4.比较 “循环说”与 “流程说”,找出它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

5.研究者怎样才能进行有效的研究?

6.如何给不同类型的研究分类?

7.举例说明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什么是应用性研究。

8.实证研究在哪些方面需要文献研究的帮助?

9.如何进行文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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