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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志（Ethnography）也译为民族志，俗称民志，在希腊文的字面解释是“对民族的描

述”，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源于希腊语中的ethnos，意思是人类，民族，或一个文

化群体，而graphy意指描述某事物，即对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种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描述。

Ethnography一词的是描述某个文化，以及从当地人的观点来理解另外一种生活方式，是社会人

类学者以参与观察的方法，对特定文化及社会搜集制作资料、纪录、评价，并以社会或人类学

的理论，来解释此类观察结果的、不脱离事物本身的一种研究方法。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人类起源



狄阿斯(D.Dias)认为该词最初由坎普尔(Campl)于

1807年提出，其基本含义是对民族的记录或描述

(description)。

即人类学家将自己作为研究工具，深入某一原始

民族或异域文化，经过长期的资料收集过程，最后完成

对该民族或文化的详尽描述。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含义



Wolcott(1975)对这一术语做了简明的解释:“人种志是人类学家对一个群体互动生活方式的叙

述，即是一门叙述文化过程的科学。”人种志是人类学家进行研究的主要方法。在研究中，人类学家

首先需要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通过实地观察、在自然情景中的访谈、查阅文献等方法进行资

料收集和记录，这称为“田野工作”。在田野工作后，研究者要用文字详细地叙述在田野工作过程

中收集到的资料、个人的想法以及形成的假设或理论等。

由此，人种志有两重含义:一是采用一系列的方法进行资料收集，即进行田野工作、记录田野研究

的过程;二是对通过田野工作获得的资料和结果进行整理，所形成的文章或书籍。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含义



人种志是对人类特定社会的描述性研究项目或研究过程。当代人种志的研究工作，几乎完

全根据实地调查，因此要求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类学家，彻底置身于他所研究的民族的文化和日常生活

之中，做全面的调查研究。

一个人类学家从事调查工作时必然会保留着自己某些文化上的偏见，所以他的观察和描述也必然会在一定程

度上具有比较的性质。这样，关于文化的概括叙述和文化的比较描写就必然成为人种志的组成部分。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含义



1.人种志是一种实在的研究、不脱离事物本身的研究

2.人种志研究的理论基础在本质上是现象学的

(1)“回到事情本身”的现象学态度与人种志的自然主义的态度

(2)现象的“显现”与人种志研究的“意义”

(3)现象学的“悬置”与人种志的无前设性

(4)现象学的“描述”信念与人种志研究的描述性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理论基础



1.适用性

尤其适合于对社会群体、个体与群体所

处的背景以及人际交往过程的研究。是研究

者在现场进行长期的观察、访问、记录，针

对所选择的场所、针对自然发生的对象而作

的研究。

2.研究范围

人类学、社会学、教育学

人种志概述 人种志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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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种志研究是自然的

人种志研究强调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探究，数据收集主要是

在实地进行的，即进行田野工作。研究者在研究对象的真实生活

情景中，进行较长时间的直接接触，阅读关于他们的文献，细微

观察他们的行为，聆听他们的体验和想法，自然地进入他们的经

验世界，从而获得可靠的第一手资料。人种志研究者尽量不要

干扰现场的互动和沟通，在自然真实的情景中获取资料。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自然的



2.人种志研究是开放的

人种志研究不是以理论或者假设为先，而是从资

料收集开始，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研究假设都是开放

的。人种志研究收集资料的目的不是为了支持或者反驳某

种理论，而是应用资料形成假设。由此，人种志研究

常常是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才做出假设或者建立理论。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开放的



3.人种志研究是灵活的

人种志研究的问题是在田野收集资料中发展和确定的;

研究过程根据现场情景和收集的资料灵活安排;

√研究计划

√时间进度

√访谈安排

√研究设备……

都是根据当时情况随时弹性进行。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灵活的



4.人种志研究是个案的

人种志研究典型的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来进行。个案研究是深人地描述和分析一种现象或者社会

单位，如个人、小组、机构、或者团体。个案研究是对一个主题的阐述;对一个问题的建议性回答;对一

个过程的描述;对一种变化的解释。在个案研究中，个案的选择往往是有目的的，而不是随机抽取的。

在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者常常选择几个个案进行比较分析。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个案的



5.人种志研究是有选择的

人种志研究对象的选择应该是能提供最大信息量的人士，通过与他们进行长期的非结构性

访谈或者焦点小组讨论，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得有关资料。因此，人种志研究对象不同于定量研究种

统计意义上的样。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有选择的



6.人种志研究是描述的

人种志研究大多是文字性的描述资料，内容包括文献记录、现场记录、访谈记录、观察记录、

日志、备忘录、统计资料、图表、录像带等等。

人种志研究关注的是现象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和产品，研究者要尽可能收集现场的所有有关资

料，人种志研究结果往往是资料丰富的长篇报告。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描述的



7.人种志研究是参与的

人种志研究要求研究者试图以局内人的身份与观点，用局内人的语言与意义体系来解释有关问题。

由此，研究者需要和研究的群体生活相当长的时间，为当地人所接受，要尽量学习他们的文化，既包

括他们的语言、差异细微的种种习俗，也包括不能清楚言说的潜意识层面的种种内容。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参与的



8.人种志研究是循环的

在人种志研究中，研究设计、资料收集、以及资料分

析是循环和互动的过程。

从理论上来讲，人种志研究是没有结束的，实践中的

研究结束往往是由于时间和资源的限制，只能告一段落。

人种志研究的特征 循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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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准备：

确定研究焦点、目标、及问题；确定场所；发展fieldwork（人类学者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

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work)，他们的方法也被称为“田野

工作方法”）中研究者的角色将之前的研究理论与研究成果先暂时放下，直到在田野中发现其相关性

时，再予以注意和重视；

人种志者进入田野应与研究场所中的人建立和睦的关系，其中有社会图(social map)+空间图

(spatial map) +时间图(temporal map)。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准备



2.勾勒fieldwork：

选择参与者、脉络及活动（包含目标抽样），目标抽样的时候，可以有以下几种取样方法：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勾勒fieldwork

• 典型个案取样——找出一般个案特征；

• 独特性个案选样——不平凡或鲜见；

• 声望个案选样——专家建议；

• 关键个案选样——特别重要、合乎逻辑、大量引用；

• 密集个案选样；

• 概念\理论本位选样——咨询丰富或熟悉情境者去体验；

• 综合取样—理想的、巨细靡遗的；

• 最大变异抽样或配额取样——代表主要

分析单位的子单位；

• 网状取样和雪球取样——指定下一个参

与者，多在深度访谈中使用；

• 极端个案取样——先找出典型或一般；



3.选择搜集资料的方法：

主要包括互动性观察、访谈、人工制品的搜集、补充技巧运用和其他常见的问卷法等，每种方法

可细分成较特定的技术，典型的人种志会采用多想法，即使用多种策略来确定一个策略收集的资料。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选择搜集资料的方法

观察法：现场参与观察、精细的观察倾听、长时间收

集资料、证实观察内容、观察显着事项、田野答记、反射

性记录

深度访谈：获取被访者对某件事物的反应与思考方式，

这里要注意访谈的问题类型、问题的质量、顺序、逻辑，

做好访谈记录，不放过任何细节



4.搜集人工制品，用以寻找、确认、分析、鉴定和解释

搜集个人或官方文件：社会群体参与者保存的书面、符号记录

物体：显示社会意义和价值的物件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搜集人工制品



5.补充方法

• 视觉

• 分析非语言的沟通

• 焦点小组

• 深访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补充方法



6.分析资料：个案描述、比较法、归类法

• 以目的为导向，产生一些想法和命题，最后得到概念。

• 编码归类，安排资料顺序；

• 估计资料的可靠性：寻找负向证据，避免特殊例子

• 运用三角交叉法比较信息

• 展现建构资料，比如流程图、矩阵

7.提出结论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分析材料得出结论



人种志的研究过程 优缺点

人种志研究的优点 人种志研究的缺点

假设是动态的，结论是开放的
对人种志的研究员要求更高，需
要接受技术的训练，

更容易获取新的见地与假设 观察者也常会有先入为主的观念

可以建立切合实际的假设 耗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比传统的方法更有意外的收获 记录冗长、量化不易

具有延续性 观察者会有感性和感情的投入

总评：无法用数量表示、抽样程序的使用因人而异等问题，都是人种志面临的
问题。但是，我们要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每种科学方法都有它的优缺点，我们
能做的只是在使用这个方法的时候尽量严谨，尽量让它的结果公信力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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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种志研究的信效度 信度

1.人种志研究的信度

（1）内在信度

提升信度的方法：

•确定研究脉络，在情境中的观察者地位须清楚

•采三角交叉法，即运用多种程序搜料

•广泛描述

•采合作、联合参与研究机会

•将研究录制下来，探讨差异性

（2）外在信度属于程度问题：

人种志研究程序多变，应用复杂程度亦有差别，需做综合性描述



人种志研究的信效度 效度

2.人种志研究的效度

（1）内在效度

确立内在效度：演绎与归纳两种历程。

（2）外在效度，有两种概括方式：

总量式概括

通用式概括



人种志研究的信效度 提高信效度的方法

提高信效度的方法：

1、延长田野工作的时间

2、运动多种方法策略

3、逐字记录参与者使用的语言

4、做低推论的描述

5、使用多位研究者

6、以机械记录材料

7、使用参与者提供的资料

8、由成员参与、检查

9、使用参与者评述

10、使用参与者负向个案



人种志研究的信效度 研究伦理

人种志研究的伦理问题：

1.考虑信息提供者的利益、权利与感受，并与以保护

2.让信息提供者了解研究目标，而乐于接受时才可进行研究

3.尊重与保护信息提供者的隐私

4.不可利用或剥夺信息提供者的权益

5.所撰写的报告一对信息提供者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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