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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本文通过辨析教育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论的区别与联系 ,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 ”是一种实用主

义研究范式 ,“干预设计 ”是其独特话语 ,学习科学是其研究域 ,但是“基于设计的研究 ”想要成为一种成熟的教

育研究范式仍需要研究者的持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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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设计的研究 ”(Design Based2Research)是一个不断

发展的概念 ,它肇始于科林斯 (A lan Collins)和布朗 (Ann

B rown)于 1992年提出的“设计实验 (Design Experiment) ”的

研究理念。 (B rown, 1992)“基于设计的研究 ”在国内最早见

于张建伟 (2005)在其《建构性学习 ———学习科学的整合性

探索 》中对“设计型研究 ”的介绍和探讨 ,他认为“设计型研

究 ”应是学习科学的核心研究方法。当下 ,“基于设计的研

究 ”已受到教育技术学、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心理学等相关

研究领域的极大关注。然而 ,国内外有关“基于设计的研

究 ”的概念界定与定性说明却有着不同的学术表达 ,有学者

将其界定为一种研究范式 ( The Design2based Research Collec2
tive, 2003;杨南昌 , 2007;张文兰 , 2007) ,有学者将其定性为

一种研究方法论 (B rown, 1992) ;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种研究

方法 (张建伟 , 2005)。界定的不一致是研究者对概念理解

存在差异的体现 ,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导致“基于设计的研

究 ”在研究共同体内难以深入推广。另一方面 ,关注“基于

设计的研究 ”的学者来自不同的学科领域 ,不同的学者对

“基于设计的研究 ”的“干预设计 ”理解存在偏差 ,这就导致

对“基于设计的研究 ”所适用的问题域认识不一致。然而 ,

教育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教育研究方

法的发展。笔者认为 ,有必要在辨析教育“研究方法论 ”与

“研究范式 ”的基础上探讨“基于设计的研究 ”的理论归属。

基于设计的研究 :一种教育研究范式
(一 )教育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的辨析

在有关教育研究的术语中 ,教育研究方法论、研究范式

和研究方法是三个容易混淆的概念。方法论 (methodology)

原是哲学研究中的术语 ,在顾明远 (1992)主编的《教育大辞

典 》中被界定为“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

与世界观是统一的 ,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方法

论 ”。叶澜 (1999)认为 ,教育研究方法论是以人类教育现象

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学科群的方法论知识 ,它从总体上探讨教

育研究中对象与方法的关系与适宜性问题 ,因而要落实到本

领域方法体系特征中去把握 ,即体现在哲学、科学与艺术方

法的具体综合上。“从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看 ,教育研究方法

论应是一个由多种不同层次的方法而构成的理论体系 ”(王

坤庆 , 2004) ,它包括哲学方法论、教育研究的特有方法与具

体方法手段三个层次。还有学者认为 ,教育研究方法论包括

哲学研究方法论、一般科学研究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论和教育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技术四个层次 (张新海 , 2000)。

尽管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论层次划分不同 ,但可以发现他

们都倾向于认为教育研究方法论并不仅仅是哲学方法论 ,而

应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性体系。

范式 ( paradigm )是科学哲学家托马斯 ·库恩 ( Thomas

S1Kuhr)在《科学革命的结构 》(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书中首先提出 (1962)。库恩认为 ,科学家之所

以能对共同研究的课题使用大体相同的语言、方式和规则 ,

是由于他们具有一种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 ,即范式。《西方

教育词典 》认为 ,范式“是知识社会学术语 ,指一个人在执行

任务、解决问题 ,或者广义的说从事他的事业时所持有的一

系列看法 ,包括这个人 (同他所持有相同思想的同事们 )在

实践时所持有的观点、假设、价值准则、方法论以及检验的标

准和精确度等。也可以说 ,在同一学科中不同思想流派是在

不同范式中工作的。”(德 ·朗特里 , 1988)在教育理论研究

中 ,率先对教育研究范式进行历史考察的是瑞典学者托尔斯

顿 ·胡森 ( Torsten Husen) ,他与纳维尔 ·波斯特尔斯威特

(1985)在共同主编的《国际教育百科全书 》中撰文指出 ,“在

教育研究领域里 ,本世纪初就已显现出两个主要范式之间的

冲突 ,一是模仿自然科学强调适合于用数学工具来分析的观

念 -经验的可定量化的观察 ,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因果关系

并做出解释。另一个范式是从人文社会科学推演出来的 ,它

注重的是整体和定性的信息以及说明的方法。”依据托尔顿

·胡森的理解 ,教育研究的范式主要有两大类 :实证主义范

式与阐释主义范式。实证主义范式注重定量研究 ,而阐释主

义范式注重定性研究。Guba和 L incoln (1994)认为 ,教育研

究的范式可以分为实证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路与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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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四种范式。Rothwell提出了元客观主义和元阐释主义

两类范式 ,前者包括实在主义范式、理性主义范式、实证主义

范式和逻辑实证主义范式 ,后者包括现象学范式、存在现象

学范式、结构主义范式、新实用主义范式和解释主义范式。

(转引自 : Guba, 1990) Guba 、L incoln与 Rothwell尽管划分

教育研究范式的结果不同 ,但是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基于哲学

观的分类把不同的范式区别开来。

基于上述分析 ,本文认为教育研究范式是与研究方法

论、研究方法不同的概念 ,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描述

如下 : ①范式是作为知识社会学术语进入教育研究领域而成

为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概念 ,研究者往往用范式来描述教育研

究的进展 ,并在哲学方法论层面对范式进行积极反思。可以

认为 ,教育研究范式是为弱化理论与实践、方法与过程的隔

离 ,而从整体的视角看待不同教育流派从事教育研究这一现

象的。如果说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是从方法论维度纵向审

视教育研究活动 ,对教育研究方法进行抽象、分层与分类 ,那

么教育研究范式则是从横向对教育研究活动作出阐释 ,它与

教育的流派有关 ,是与教育研究方法论体系不同的另一套教

育研究话语。②学科共同体所持世界观的本体论、认识论与

方法论三方面构成了研究范式的元理论。但教育研究范式

本身并不是哲学观 ,它在教育实践活动中整合了哲学本体

论、认识论与方法论这三方面 ,具体体现为某种教育观和教

育研究观念。③一种研究范式可以为某个学科研究的共同

体所共享 ,它是共同体的一种研究典范和传统。当研究者秉

承某种研究范式 ,他们就会关注某个问题域并使用相应的研

究方法。因此 ,具体的教育研究方法在抽象层级上是次于教

育研究范式的 ,尽管它有很强的操作性 ,但是某种教育研究

范式具体使用哪种方法因研究问题、研究的目的而定。

(二 )基于设计的研究 (DBR )作为一种教育研究范式

既然教育研究范式是与研究方法论、研究方法不同的概

念 ,那么怎样理解“基于设计的研究 ”呢 ? 关于这个问题 ,研

究者们有不同的理解。正如 Chris Dede所言 ,“近来 ,学习科

学杂志 ( The Journal of Learning Sciences)和教育研究者杂志

( Educational Researcher)上面有关 DBR的争论提供了这种

方法论的理论、概念以及立论基础的精确与面向研究的阐

述。然而 ,教育技术杂志 ( Educational Technology)则从应用

性的视角关注 DBR,并使用这种方法的可示范性的案例研

究来进行说明。”(Dede, 2005)可以看出 ,研究者是从两个不

同的视角来关注基于设计的研究 :一是致力于发展基于设计

的研究的具体方法和手段 ,这主要集中在教育技术研究领

域 ;二是把基于设计的研究上升到研究方法论的层次进行反

思 ,不断充实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理论内涵 ,这主要集中在学

习科学和教育设计研究领域。针对“基于设计的研究 ”是不

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 , Barab与 Squire认为“基于设计的研

究并非一种研究方法 ,而是一系列方法的集合 ”, (Barab &

Squire, 2004)这种观点逐渐得到研究者的认同。

为了更好地发展“基于设计的研究 ”,研究者们加入到

“基于设计的研究共同体 ”(Design Based Research Collec2
tive)中来分享研究的经验和成果。他们认为使用“基于设

计的研究 ”能够避免陷入对“实验设计 ”、“设计者研究 ”或者

“实验教学方法 ”的错误引用。研究者尽管对“基于设计的

研究 ”的内涵有多种理解 ,但是他们一致认为良好的“基于

设计的研究 ”应体现以下原则 : ①设计学习环境与发展学习

理论的目标是交织在一起的 ; ②开发和研究是通过持续的设

计、实施、分析和再设计的循环而实现的 ; ③基于设计的研究

必须产生可共享的理论用来帮助传达与实践者和设计者相

关的意义 ; ④研究必须能解释真实情景中设计的功能 ,它不

仅仅提供成功或者失败的文本证据 ,而且注重总结我们对所

涉及学习问题的理解的作用。⑤那些解释的发展依赖于能

提供的证明以及实施过程与兴趣结果的联结。 ( The Design2
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2003) Joseph的“激情课程 ”, Squire

的“基于游戏的学习环境 ”, Barab的“探索亚特兰蒂斯 ”

(Quest A tlantis)以及 Anderson的“Call Centre Innonvation in

D istance Education”等项目为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应用提供了

研究案例 ,在对库恩范式理论理解的基础上对现状进行权

衡 ,可以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 ”已经具备了研究范式的三

个构件 :一是遵守它的研究者共同体 ;二是研究的典范与规

则 ;三是已经取得的成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 ,把

“基于设计的研究 ”作为教育研究范式家族中的一员来认识

可能更妥当些。

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理论内涵
(一 )基于设计的研究的实用主义哲学意蕴

根据对范式的理解 ,可以从哲学观的本体论、认识论、方

法论三个维度对“基于设计的研究 ”加以分析。“基于设计

的研究 ”受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 ,在本体论上与杜威“真理

即效用 ”的观点内在的一致 ,认为现实并非受永恒的规律、

机制 ,或者绝对的理念所支配 ,知识或者真理也不是永恒的 ,

现实和知识的客观性是人类意见的一致性和合理性所体现

的客观性 ,是一种情境性的发现 ,有价值涉入 ,反映了共同体

的建构。在认识论上体现了杜威的“连续性 ”( continuum )原

则 ,试图超越研究主体与研究客体二元对立所带来的困境 ,

认为研究者不可能独立于研究过程和研究对象之外 ,研究过

程是没有止境的 ,而且任何研究总是基于前人的研究 ,但却

不是要对前人的成果进行简单验证或者引用 ,而是要扎根于

前人的理论 ,最终有所改进。这正如杜威所言 ,“如果行动

不受某些主要观念所指导 ,那就没有所谓科学意义上的研

究 ”,他所说的观念不是最后的真理 ,是仍需要不断检验和

修正的。所以 ,在方法论层面 ,“基于设计的研究 ”强调真实

情境的关照、共同体的参与、基于扎根理论的驱动、多次非重

复性迭加和多种方法的整合。

通过“基于设计的研究 ”与实验法、媒体功效比较研究、

行动研究、形成性评价研究的对比 ,可以发现 ,实验法与媒体

功效比较研究倾向于“假设 —实证 ”的研究思路 ,试图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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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规律性的研究结论 ;而行动研究与形成性评价研究

倾向于“行动 —阐释 ”的研究思路 ,其目的是为特定情境中

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而基于设计的研究采用了“设计 —干

预 —反思 ”的循环型研究思路 ,不寻求统一的规律 ,而是试

图为学习环境的设计提供思考的境脉和可供参照的原则 ,却

又不局限为某一个特定情境服务。

(二 )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独特话语

杜威 (2001)认为 ,“人们如果想发现某种东西 ,就必须

对事物做一点什么事情 ,他们必须改变环境。”杜威所谓的

“改变 ”,就是要“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架设桥梁 ”,但是这

一工作并非靠“实证 ”和“阐释 ”来完成 ,而是要进行一定的

转化和设计。认知科学家西蒙 (Herbert Simon)就认为 ,“人

工科学 ”是以提出完善的“设计 ”方案为目的 ,也可称为“设

计科学 ”,而教育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设计科学的层

次 ,它是一个求“善 ”的活动而区别于科学求“真 ”和艺术求

“美 ”。以往的教育研究方法 ,无论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还

是阐释主义研究范式 ,都未能在“设计 ”问题上做深入有效

的研究。 (张建伟 , 2005)因此 ,基于设计的研究在本质上把

教学和研究当作科学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人类设计活动 ,提倡

“反思性实践 ”和“实践性反思 ”的循环 ,从而具有了形成性

的特征。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的“设计 ”被称为“干预设计 ”,

它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人工制品的设计 ,包括软件、教学

工具以及教学环境 ;二是干预方法 (策略 )的设计 ,主要指研

究共同体根据教学情境有效选择人工制品并对应用和情境

进行评价反思的方法与策略。

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的“干预设计 ”与一般意义上的“研

究设计 ”不同 ,这是因为 : ①“研究设计 ”在本质上是为研究

服务的 ,体现了研究者的立场 ,教师更多的是配合研究者的

工作 ,研究者与教师关系是不平等的 ;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的

“设计 ”有为真实情境中的教学和研究服务的双重目的 ,体

现了研究者与教师一致的立场 ,教师是研究共同体中的一

员 ,与研究者、设计者的关系属于平等的协作。②研究设计

倾向预成的“设计 ”,是封闭而非开放的 ;而基于设计的研究

中的“设计 ”会在研究中根据教学情境不断修正 ,甚至到最

后偏离原初的设计也是可能的。另外 ,基于设计的研究中的

“设计 ”与“教学设计 ”也不同 ,教学设计完全是为教学服务

的 ,体现了教师的立场。可以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通过整合

研究与教学、过程与方法来避免基于实验室研究的不足 ———

理论与实践脱离 ,以及诸多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不适用于教学

研究这两个难题的 ,它是研究设计与教学设计的有机统一。

所以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干预设计 ”正是“基于设计的

研究 ”所寻求的独特话语。

(三 )基于设计的研究的问题域

基于设计的研究作为一种实用主义研究范式 ,“干预设

计 ”使其区别于其他的教育研究范式。但是 ,它试图超越传

统研究范式的弊端是否就意味着是对其他研究范式的替代

呢 ? 关于这个问题 ,张文兰 (2007)认为“任何单一的研究范

式都不可能解决教育技术学中的所有问题 , ⋯⋯需要构建一

种多元综合的教育技术研究范式 ”。根据这种理解 ,基于设

计的研究是一种积累性的范式。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 ,方法

是蕴于一定的问题情境中的 ,“基于设计的研究 ”适用于特

定的问题域 ,而非具有普遍性 ,因为基于设计的研究共同体

总是关注特定的问题。可以认为干预设计使“基于设计的

研究 ”与其他研究范式有所区别 ,而不同的研究问题域才使

“基于设计的研究 ”与其他研究范式共存。那么 ,基于设计

的研究关注哪些特定的问题域呢 ? 张建伟认为 ,基于设计的

研究应是探索学习科学的核心研究方法 ;杨南昌 ( 2006)认

为 ,“基于设计的研究是学习科学和教学设计的统合的桥

梁 ”;张文兰认为 ,它是教育技术的研究范式 ;倪小鹏 (2007)

认为 ,基于设计的研究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分析具有普遍

性的教学问题 ”。尽管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对此理解有

细微差别 ,但他们都把问题域指向了一个共同的跨学科研究

领域 ———学习科学。学习科学作为一个新兴的交叉性研究

领域 ,整合了心理学关于认知和学习的心理过程的研究 ,课

程与教学论关于教材资源的组合及教学过程的研究 ,以及教

育技术学关于如何建立动态系统以支持学习的研究 ,同时综

合其他相关学科的视角 ,全面研究学习活动认知过程、社会

情境和设计方式。认知、社会情境和设计是学习科学研究的

三个基本侧面 (张建伟 , 2005)。正是学习科学这样一个整

合性的问题域让基于设计的研究的研究者规避了理论与实

践、问题与方法的分离 ,那么不同的研究者立足自身的学科

传统 ,从而对基于设计的研究中干预设计理解存在偏差也就

不奇怪了。

基于设计的研究的成熟度反思
基于设计的研究作为正在兴起的教育研究范式 ,其理论

内涵得到不断拓展 ,在实践领域也取得瞩目的成就 ,但是 ,基

于“设计的研究“是不是一个成熟的范式呢 ? 关于这个问

题 ,研究者们多从方法论的层面进行反思 ,这也是部分研究

者把 ”基于设计的研究“当作一种研究方法论上升到哲学层

面来理解的原因。凯利 ( Kelly, 2004)认为 ,要想成为一种成

熟的范式 ,基于设计的研究必须具备以下特征 : ①必须形成

自己的一套论证话语体系 ( argumentative grammar) ,为研究

者提供一整套研究的基础。②必须使自身有助于对科学问

题的划界 ,并使自己能够有助于研究者发现重要的科学问

题。③必须建立一套具有现实操作性的专业语言系统。④

要严格控制与约束研究者的个人偏见。⑤要能够做到在不

同的研究阶段与情境下 ,依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条件恰当地

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与技术。⑥要做到或然结证和必然结证

二者之间的平衡 ,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第一手研究资料的处

理。⑦必须产出有用的知识。基于设计的研究共同体 ( The

Design2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 也建议基于设计的研究

“⋯⋯要发展成为一个可行的稳定的研究领域 ,其实践者必

须在‘基于设计的研究 ’的本质与范畴上达成一致 ,并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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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可共享的实践与方法 ,这些方法允许我们基于相互的研究

来构建 ,以对理论与实践有利的方式来分享研究结果与成

果 ,且最终能为解释人们在一系列情景中如何学习作出重大

贡献。”( The Design - based Research Collective, 2003)

笔者认为 ,“基于设计的研究 ”是伴随对学习这一跨学

科研究领域中过分专注实验室研究的批判而出现的 ,话语体

系的完整、研究问题域的明确以及研究方法论的自觉能保证

建构其理论内部的效度 ,但是 ,正如批判学习的实验室研究

缺乏对情境关照一样 ,“基于设计的研究 ”范式存在的固有

的倾向性也应引起重视和警惕 ,过度情境化的研究不仅仅是

导致海量的研究数据让研究者难以把握 ,更严重的是使“基

于设计的研究 ”走向实验室研究的对立面。总的来讲 ,“基

于设计的研究 ”要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 ,对于研究者而

言依然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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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ing the Theory Adscrip tion of Design Based2Research

KE Xiaohua, & L I Hongbo

(School of Educa tion and Science, Guangx i N orm al U n 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By discrim inating the differences and contacts between educational research paradigm and research

methodology, this paper think that as a p ragmatic research paradigm, design based2research regards“intervention

design”as its special signification and views learning science as its research area. But to become a full2fledged ed2
ucation research paradigm, design2based research still needs the sustaining efforts of resear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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