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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

研究的现象学反思

张胜近照

张摇 胜
(温州大学摇 教育学院, 温州摇 325035)

摘摇 要:文献计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相关反思则主要聚焦于技术本身及其

应用。 文章旨在进一步从现象学教育学视域审视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局

限。 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自我—我思—所思冶理论框架开展应然分析,同时以

优质教育综述研究案例为实然对照,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

究问题冶“进行专业遴选冶“开展深度分析冶3 个方面存在的不足,据此提出文献计量技术

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 3 点建议。 第一,教育综述研究应在已有文献材料基础上,尝试回

答更为综合的、根本的教育问题;教育综述研究伊始即表明对“教育生活世界冶而非教育

文献材料的核心关切,明确提出研究问题,并对其中包含的概念进行操作性界定。 第二,
基于研究问题确定兼顾代表性与全面性的文献检索标准,尽可能不遗漏“文字记号冶不同

但与“教育生活世界冶符合的文献材料;针对检索所得文献材料,确定定性的文献纳入标

准;针对纳入分析的文献材料,确定定量的质量评估标准。 第三,秉持现象学态度悬置自

身观感,将文献计量技术与内容分析法、主题分析法等相结合,基于“移情作用冶实现对教

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冶的“解释性理解冶,深度分析教育文献材料的原初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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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文献综述是贯穿整个研究过程的重要学术实践活动。 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文献综述被划分为

不同类型。 如有学者认为文献综述主要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学位论文的一部分,其余两类独立成

篇,但又可基于研究方法的系统程度进一步划分为“系统性综述冶与“非系统性综述冶 [1]3。 APA 出版

物手册则依据综述对象及对应方法的不同,将期刊论文的文献综述分为叙述性文献综述(narrative

literature review)、量化元分析 ( quantitative meta-analysis) 和质性元分析 ( qualitative meta-analysis) 3

种[2]24-27。

文献计量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 有教育研究者认为其“可以通过海量文献数据的自

动分析,快速实现对某一研究主题的研究综述冶 [3]。 近来,部分教育研究者开始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及

其使用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颇具价值的建议[4-6]。 然而,相关反思主要聚焦于技术、工具本身存

在的不足,以及研究者对技术、工具的使用不当。 尽管这些讨论对纠正盲目使用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综

述研究的风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囿于技术层面,难以洞见文献计量技术的本质,无法从根本上

指导教育综述研究中文献计量技术的合理运用。

为此,以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认识论观点为立论依据,结合实际案例,进一步反思当前文献计量技

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案例选取综合考虑了学界认可度、来源权威性与国内教育综

述研究现状。 从当今国际重要会议、权威刊物的投稿要求来看,在国内外学界均获认可的综述研究是

系统性综述研究。 其中合理运用技术开展系统性综述的典型代表包括量化元分析和质性元分析。 与

国外相比,我国教育研究领域的元分析较少。 不过,近年来国内教育研究中涌现出一些优质的量化元

分析。 质性元分析对质性研究文献材料进行系统性综述,也被称为“质性元综合冶 (qualitative meta-

synthesis)。 当前在国内,质性元分析尚未得到与量化元分析同等的重视,在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极大的

发展空间。 有鉴于此,选取 PEERS淤 数据中心于 2021 年组织的一次名为“质性元综合方法简介:基

于综合实现 STEM 公平与包容冶的网络研讨工作坊为案例材料,作为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

研究的参照对象。 因篇幅所限,案例分析聚焦质性元综合的操作性内容,其定义、历史、适用性、价值

等内容[7](也可见 APA 出版物手册[2]27及 APA 质性研究报告标准[8]91-101)不再赘述。 本文中,综述研

究主要指前述旨在独立成篇发表于学术期刊的文献综述性研究论文。

二、理论框架

胡塞尔采用笛卡儿的说法,以联词“自我—我思—所思冶代表自我极(自我)、意向性行为(我

思)、对象极(所思)及其关联统一[9]38-40,并提出“将所有的研究问题初步整理在‘自我—我思—所思爷

这个标题下冶 [10]206。 据此,“自我—我思—所思冶构成纯粹现象学关联域框架,“自我冶“我思冶“所思冶

则作为此框架的三个关联项。 教育综述研究以教育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意向性相关项)。 而特定

的教育文献材料之所以引起特定研究者的兴趣并成为其研究对象,是由于对特定研究者(自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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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只是一般地存在着一个对象,而是这个自我作为自我注意地(也就是在思想中地、在积极设定

中地),也就是在把握中地朝向着对象冶淤[11]5,即作为“自我极冶的研究者秉持胡塞尔所言的“理论态

度冶 [11]4对作为“对象极冶的教育文献材料具有特殊意义上的意向性行为。 因此,纯粹现象学关联域框

架“自我—我思—所思冶可作为本研究的分析框架(如图 1)。

对教育综述研究而言,“自我冶即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所思冶即作为综述对象的教育文献材料

以及作为元对象的教育生活世界于,“我思冶即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朝向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

世界的意向性行为。 “自我冶“我思冶“所思冶两两相关联:“自我冶与“所思冶间由“兴趣方向冶所关联,

即特定的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会对特定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感兴趣,特定的教育文献

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也会引起特定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的关注;“自我冶与“我思冶间由“问题意

识冶所关联,即特定的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会对特定教育问题产生个性化思考,特定的教育问题也会

引发特定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的专属意识流;“我思冶与“所思冶间由“原创涌现冶所关联,即对特定教

育问题的原创性思考建基于特定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活世界),特定的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

育生活世界)也会促进原创性意识流的涌现。 由此,以下具体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内依据“自

我冶“我思冶“所思冶3 个关联项及其关联性来反思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存在的不足。

图 1摇 理论框架分析图

三、依据“自我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一)教育综述研究之“自我冶:研究问题意识关联的研究者主体

胡塞尔指出,“自我是在同一意识流内一切行为中的同一功能主体冶 [10]88。 所谓“我思故我在冶,

“我思冶确证了“自我冶的存在。 因为只有“自我冶才是一切“我思冶的根本来源,“我思冶无“我冶,“思冶

不复存。 “我,时时‘思想爷的我,把‘我射线爷朝向行为的对象。 现在我们固定住自我,在自我中支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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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我思想爷本身,并纯粹如是地在那里支配着,因此自我作为‘我思故我在爷( sum cogitans)而在绝

对的无疑性中被给与。冶 [11]81

对任何研究而言,最能彰显研究者主体(自我)地位的,都是专属于研究者“自我冶的问题意识。

因为只有来自“自我冶的问题意识(我思)才能确证“自我冶的存在,只有研究者“自我冶才是这种具体

化的独立思考与原创精神的根本来源。 相较原始研究,研究者往往更难把握综述研究的问题意识。

这是由于综述研究的性质决定了其原创性与原始研究的表现方式不同:综述研究的原创性着眼于对

特定议题下相关但不相同的诸多原始研究的比较、解释,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概括、抽象,从而在发现

局限、提出新的研究问题或假设、提炼新的理论概念或框架等方面做出并不逊色于原始研究的贡献。

而文献计量技术显然只能帮助研究者勾勒出研究议题的大致现状,无法替研究者完成专业思考;只能

将文献材料的基本信息进行简单综合,无法对之进行符合专业逻辑的抽象。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冶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自我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

究问题方面存在不足。 文献计量技术无法帮助研究者发现和提出具体的问题,只能概览较为宏观、宽

泛的主题或议题。 教育综述研究要回到认识的开端,回到其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处———“自我冶。 指引

教育综述研究始终的是研究者主体的问题意识———“自我冶想要解决的教育问题是什么? 通过综述

研究能否解决该问题? 怎样开展综述研究才能妥善地解决该问题? 是这些在指引着教育综述研究的

开展。 正因如此,几乎所有综述研究学者都将 “发现和提出问题冶 作为一项综述研究的起

点[1]6-14 [12]12-40 [13-14],APA 标准同样强调问题意识在综述研究中的首要地位[2]27 [15]161-163。 需要指出的

是,本文强调研究问题的根源处在于“自我冶,但并不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可单纯由“自我冶而

得。 胡塞尔也强调:“另一方面,诸种刺激是指向自我极的,它们以或大或小的紧迫性吸引着自我,也

许还促使自我转向它们,并引起一种真正的行动。冶 [10]207事实上,综述研究问题往往并非一次成型,研

究者(自我)提出的问题是在与研究对象(所思)的不断交互中,经由“我思冶而逐步调整、明确和聚焦

的[12]12-40 [16]1-16。 文献计量技术可在此交互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辅助作用,但综述研究者要对研究

问题的合法性来源有所意识,不可被其喧宾夺主。

(三)对照案例对“提出研究问题冶的相关处理

在对照案例中,工作坊团队成员 Nuria Jaumot-Pascual 也一再强调,形成研究问题是检索前阶段的

首要问题。 “一个恰当的问题对元综合项目非常重要,因为它将帮助你决定文献检索和选择的标准,

还将指导整个研究过程。 一个可行的研究问题应是明确的,并且应指定元综合的范围。 例如,什么因

素会影响有色人种女性在本科工程教育中的毅力?冶 [17] “我们将‘有色人种女性爷定义为非裔美国人

或黑人、亚裔或亚裔美国人、拉丁裔、西班牙裔或奇卡纳裔、原住民或太平洋岛民以及多种族或民族的

女性。冶该操作性定义确保研究问题被明确提出,并直接指引了综述研究的开展:“我们只关注有色人种

女性的文献,故不涉及此问题的文献将不包括在内;我们专注于本科教育,故有关研究生院或工作场所

的文献不会成为元综合的一部分;它还表明其与工程有关,故不可将讨论 STEM 的文献全部纳入其

中。冶这对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启示是:向认识发生的根源处,即向研究者“自我冶追问研

究问题,并在形成和提出研究问题后,由研究问题指引其后的文献材料检索、获取等一系列工作。

四、依据“所思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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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综述研究之“所思冶:研究兴趣方向关联的研究对象及元对象

教育综述研究以教育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 文献材料相对于“纯自然冶而言,是一种“人工制

品冶 [11]4、“人为产物冶 [11]275。 作为“文字性表达物冶,文献材料“具有其精神性冶,“是心理物理统一

体冶,“有其物质面和精神面冶 [11]274-275。 胡塞尔突破主客观二元对立思维的分析表明,文献材料作为

“具有一种相关于理解的精神意义、一种精神意涵的物冶 [11]200,其本质是一种“精神化的客体冶 [11]197。

教育文献材料作为教育学研究的“文字性表达物冶,与自然科学研究文献材料更是有本质不同:自然

科学研究“对于加于愉快、美丽、用途、实际适用性或完美性等标称下之事物的一切谓项,都完全不予

考虑(价值、善、目的、工具、手段等等)冶 [11]4,而教育学研究则无疑蕴含着胡塞尔所言“评价的(广义

上对美和善进行评价的)和实践的态度冶 [11]4。 故无论从“教育冶抑或“文献材料冶角度而言,教育综述

研究对象的选取都应重视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意蕴,不可仅以文字记号等“物质显现者冶 [11]198作为遴

选依据,因为“文字记号不是本质性的冶 [11]199。

那么,如何将反映教育文献材料本质性的精神意义纳入考量呢? 此处依据胡塞尔提出的“元对

象冶概念进行分析:“显然,在所有这些形式的对象构成中我们返归于这样的对象,它不再指涉着那种

最初产生于任何理论的、评价的、实践的自发性类型的前所与对象……它使相关的对象具有了完全真

正的原初所与性,于是我们在一系列步骤中返回提供根基的对象或不再具有此回溯性意指的诺耶

玛淤,后者是在最直接的设定中被原初地把握的或可被把握的,并不再指涉着任何先前存在的并首先

应当被再活跃化的设定,此设定导致对象的构成性内容(bestand)。 其特性包含现象学特征的对象,

可以说是元对象,一切可能的对象均按现象学构成对其指涉,它正是意义对象。冶 [11]15胡塞尔强调“生

活世界冶的原初意义,“首先是直接给予的生活世界,而且最初是像它作为‘通常的爷在纯粹存在的确

信中(因此是毫无疑问地)直接地完整地在这里存在着的世界而在知觉上给予的那样的生活世

界冶 [10]208。 故对教育综述研究而言,要同时观照研究兴趣方向关联的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和元

对象(教育生活世界)。 其中,源自教育生活世界的教育文献材料之精神意义真正彰显其本质性。 因

此,教育综述研究对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的选取,要在元对象层面确保教育文献材料指涉的“教育

生活世界冶与教育综述研究者的核心关切保持逻辑一致性。 毋庸置疑,文献计量技术在批量获取和

存储文献基本信息、勾勒研究大致现状方面具有相当的价值。 但文献计量技术无法帮助研究者朝向

教育文献材料的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只能抽取“物质面冶(文字记号),无法朝向教育文献材料的

“精神面冶,故其无法帮助研究者进行蕴含专业眼光的判断和选择。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进行专业遴选冶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所思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进行专

业遴选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相关性、严谨性、完整性 3 个方面。 首先,在相关性方面,文献计量

技术选取教育文献材料主要是经由检索词获取相应的文献基本信息等数据。 但此举本质上是“文字

记号冶操作:只能检索其“名冶,无法检索其“实冶。 而教育研究中堪称胡塞尔所言“在主体间层次上可

交换的概念冶 [11]346者寥寥无几,“名冶相同而“实冶大不同的例子却不胜枚举。 此外,检索词的抽象程

度也会对文献检索结果有重要影响,但其却经常会被文献检索者有意无意地忽视[12]21。

其次,在严谨性方面,许多运用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的教育综述研究对所获取的教育文献材料不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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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即“Noema冶,李幼蒸在《胡塞尔著作集》中将其译为“诺耶玛、意向对象冶 [11]412,莫兰和科恩在《胡塞尔词典》中

称胡塞尔往往将其与“我思对象、被思对象(cogitatum)冶互用[9]39。



任何质量评估即进行分析,而不经任何评估即保留下来的文献材料未必均有分析价值。 再者,即便进

行评估,文献计量技术也只能依靠 SSCI、CSSCI 索引等受多种因素影响的外在评价进行“一刀切冶式

的判断,无法代替研究者依据研究设计、论证逻辑、证据充分性等进行专业判断。 事实上,只有在研究

者专业眼光的审视下,文献材料的严谨性才能得到保障。 完全依靠文献计量技术与索引目录,很有可

能将存在错误的文献材料纳入分析,进而影响综述研究的质量。

最后,在完整性方面,基于文献计量技术所得的教育研究文献材料,上限不过是其技术功能范围

内可获取、分析的文献。 文献计量技术只能应用于符合特定模式的文献材料,而已有教育研究文献材

料自身的模式并不会因文献计量技术的发展而发生改变。 例如,文献计量技术和工具只能处理特定

文献平台上符合特定模式的期刊文章、学位论文,无法将特定文献平台上未存储的专著、研究报告等

文献材料纳入分析。 倘若因运用文献计量技术而系统性缺失了研究方向上的文献材料,则有以偏概

全的隐忧。 故研究者需严格考量任何可能因文献计量技术而被排除在外的相关研究,并有义务在综

述研究中进行有关完整性限度的适当声明。

(三)对照案例对“进行专业遴选冶的相关处理

对照案例首先在元对象层面规定了其“教育生活世界冶。 工作坊团队负责人 Maria Ong 在工作坊

伊始就表明了团队对教育实践的核心关切。 她介绍,本次工作坊的主讲人是 4 位少数族裔女性研究

者。 从团队“周围世界冶出发,她们关心的议题是:在高等教育中,有色人种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或

数学(STEM)道路上以何种方式得到支持或遭受阻碍? 同时她声明这些研究均在美国开展,提供了

研究所面对的教育实践情境。 作为少数族裔女性研究者,研究团队对有色人种女性有深切的人文关

怀。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教育实践情境中,有色人种女性确实由于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在有关

STEM 的高等教育中面临更多困境,需要得到更多支持。 结合前述研究问题“什么因素会影响有色人

种女性在本科工程教育中的毅力冶,可以看到,教育综述研究问题来自教育综述研究者的“教育生活

世界冶,是教育综述研究者对教育实践关切的细化和聚焦。

其次,对照案例在研究对象层面于文献检索前确定了文献检索、选择和质量评估标准。 第一,针

对相关性问题,研究者确定了文献检索标准。 Nuria Jaumot-Pascual 指出,“需要考虑搜索引擎的工作

方式以及搜索词和日期,以获得你感兴趣的最具包容性又最具针对性的结果。 检索标准有助于搜索

词的选择,而这会帮助你识别元综合保留和排除的文献冶。 从实操层面来说,研究者需重点考虑人

口、主题、方法、地理位置等[8]94 [15]163。 案例主要考虑了人口(有色人种女性)、背景类型(本科教育)、

学科领域(工程)和出版年份。 除此之外,Nuria Jaumot-Pascual 重点强调了搜索引擎的重要性,“开始

检索前,测试数量相对较多且不同类型的搜索引擎以评估哪些搜索引擎可以为研究提供最多的相关

检索,这一点非常重要冶。 在案例中,研究者测试了 16 个搜索引擎并最终使用了其中的 7 个。 当然,

不可忽略搜索过程中对布尔运算符的运用[7][16]22。 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第二,针对严谨性问题,研究者确定了文献质量评估标准。 为确保产出高质量元综合,有必要确

定一组有关已有研究纳入最低接受度的标准。 这些标准通常与研究中使用的方法和证据的清晰度、

一致性有关,例如研究是否包括研究问题和方法,以及是否包含足够的证据来支持研究结果。 当然,

文献质量评估标准也与研究问题及研究领域在当前已有的研究质量有一定关系,文献质量评估标准

并非越高越好,过低或过高的标准对综述研究均不利。 总的原则是:采用能与研究现状相匹配的文献

质量评估标准,确保其对当前综述研究的开展有意义。

第三,针对完整性问题,研究者进一步确定了文献选择标准。 文献选择标准与文献检索标准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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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其适用对象为通过检索标准后得到的文献。 Nuria Jaumot-Pascual 如此说明工作坊案例中的文

献选择标准,“在我们使用的示例中,团队决定将所有实证研究纳入其中,无论其是否发表在书籍、报

告、同行评审期刊、学位论文或其他地方。 在某些情况下,出于质量或方便的目的,可能会决定仅选择

经过同行评审的文章冶。

进入文献检索与选择阶段后,研究者首先利用前述文献检索和选择标准对已有文献材料进行初

筛。 在该阶段,研究者可基于对摘要的判断来完成筛选。 Nuria Jaumot-Pascual 提醒听众,“因为此时

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所以标准的应用应较为宽松,否则可能会误删符合条件的研究。 在后续应用标

准时则可更严格冶。 第二次筛选则是对初筛后保留的文献作更仔细的检查,更严格地应用文献检索

和选择标准。 “此时需获得文献资料全文,以便通过阅读获得必要的细节。 保留的文献将进入质量

评估步骤。冶Nuria Jaumot-Pascual 认为,文献质量评估标准通常涉及对已有文献材料作“研究设计冶“研

究问题冶“情境描述冶“研究对象描述冶“理论框架冶“局限冶“证据充分性冶“数据收集方法的描述冶“数

据分析方法的描述冶等方面的评估,视综述研究的不同情况,研究者选用不同的指标,赋予不同的权

重。 得以通过此次文献质量评估的文献,组成综述研究的文献初始集。

在建立文献初始集后,基于文献索引技术的辅助,研究者利用向前滚雪球法和向后滚雪球法对文

献进行二次收集。 所谓“向前滚雪球法冶,是指在文献搜索引擎和检索平台上,利用“引证文献冶(cited

by)功能,搜索所有引用了初始集中文献的研究文献(向前推进)。 与此相对应,“向后滚雪球法冶则指

利用参考文献列表,搜索所有初始集中文献所引用的研究文献(向后追溯)。 理想的滚雪球法是多轮

持续滚动直到没有新的文献材料被发现。 工作坊团队成员 Christina B. Silva 建议,“要确定文献收集

是否已达到饱和点,可能需要联系元综合中所包含文献的作者,看看他们是否对纳入其他出版物有建

议冶。 但 Christina B. Silva 也同时指出,“滚雪球法要考虑到实用性和预算冶。 对利用滚雪球法收集到

的文献,再次进行前述两次筛选及质量评估,得以保留的文献与初始集合并,即得到综述研究分析所

需的文献最终集。

五、依据“我思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

(一)教育综述研究之“我思冶:研究者主体朝向研究对象及元对象的意向性行为

“我思冶关联了自我极(自我)与对象极(所思),并使三者共同成为统一体。 胡塞尔指出,“我思

显然本质上属于主体和主题性客体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此我思规定着主体性客体(为我的客体,为此

自我的客体)或规定着此主题性关系:在此关系中,客体显现,被知觉,被记忆,被空地再现,被用概念

来思考,如此等等冶 [11]182。 就教育综述研究而言,“我思冶即为教育综述研究者主体朝向教育文献材料

(研究对象)及“教育生活世界冶(元对象)的意向性行为。 教育文献材料并非“纯自然冶意义上的“物

质物冶,而是以精神意义为本质的“理解性统一体冶 [11]197,探寻其精神意义必须返回其“教育生活世

界冶。 显而易见的是,完全依靠文献计量技术开展教育综述研究,仅仅抽取了来自研究对象的抽象文

献基本信息并对之进行分析,而对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面冶及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所赋予的原

初意义等关键内容缺乏必要的深度分析。

(二)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开展深度分析冶方面存在不足

依据“我思冶关联项及其关联性的现象学反思可知,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开展深

度分析方面存在不足,具体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对研究对象(教育文献材料)的“精神面冶分析有所欠

缺,未充分把握其精神意义;其二,对元对象(教育生活世界)缺乏足够的观照,致使对研究对象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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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或不够深刻。

首先是对教育文献材料的深度分析不足。 文献计量技术对教育文献材料的分析本质上是对胡塞

尔所谓“文字记号冶 [11]199、“书写符号冶 [11]204、“词语符号冶 [11]274等“物质面冶的分析。 一来,此种分析仅

在上述记号、符号成为胡塞尔所称“在主体间层次上可交换的概念冶 [11]346的前提下才具意义。 但如前

所言,在教育学研究中并“不具有一种绝对固定的概念性,而只是‘描绘性爷表达冶 [11]329。 二来,即便

满足该前提,此意义也并未触及“精神面冶。 因为就探寻精神意义的路径而言,“作为在严格意义上追

求‘精确性爷的科学则要求着一种方法学,后者在概念性本质的绝对同一性中规定着和固定着通过真

正本质概念所直观者冶 [11]329,最终达成“直观的理解冶 [11]337。 依据胡塞尔的观点,对作为“精神化客

体冶的教育文献材料进行“数学自然化冶 [11]311的计量分析不具本质性意义及合法性。

其次是对“教育生活世界冶的深度分析不足。 依据胡塞尔的划分,教育学当属精神科学,“在此科

学内包含着一切人的观察和人的知识,关于人格、社会性的研究,以及关于人格的周围世界之形成和

改造的研究———一个科学综合体,我们将其归总在精神科学的标称之下冶 [11]305,“然而在精神的态度

中我们的专一主题就是主体及其周围世界冶 [11]305。 赋予教育文献材料以原初意义的是教育原始研究

者所朝向的“教育生活世界冶,故对教育文献材料开展深度分析必须观照作为元对象的教育原始研究

者的“教育生活世界冶。 教育综述研究者需基于胡塞尔多次强调的“移情作用冶 [11]155,204,333将教育原始

研究者视作“同伴冶 [11]162,282,以实现对其理解。 这种“理解冶被胡塞尔称为“解释性理解冶淤。 对于如

何达成“解释性理解冶,胡塞尔也曾给出观点:“我模仿体验着他人的精神生活,因此体验着他人的精

神世界、他人的精神客体,并按其个别的意义或精神的意义对其理解。冶 [11]249

综上可知,教育综述研究不应忘却对教育原始研究者所朝向的“教育生活世界冶的探寻。 这种探

寻,要求教育综述研究者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精神面冶及元对象,而非仅借文献计量技术之力浅层

分析研究对象的“物质面冶。 教育综述研究者需秉持技术为我所用而非技术主导的态度,深入了解教

育原始研究者的“教育生活世界冶,进而基于“自我冶的分析和判断来创生“我思冶。

(三)对照案例对“开展深度分析冶的相关处理

在开展深度分析方面,对照案例并未停留于对研究对象“物质面冶的计量分析,而是基于包括编

码、主题分析、发现、讨论 4 个迭代循环步骤的深入分析,触及研究对象“精神面冶及元对象———纳入

分析教育原始研究相关的“教育生活世界冶。 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最具代表性的编码环节,其他

步骤不再呈现。 在编码环节,工作坊团队成员 Lisette Torres-Gerald 主要介绍了 3 种编码方法:演绎编

码、归纳编码和混合编码。 其中,“演绎编码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基于该方法,可依据特定的理论

框架、已有研究结论等使用预先确定的编码……归纳编码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方法,可通过该方法开发

编码……混合编码即同时使用归纳和演绎编码的方法,它是数据驱动与理论驱动编码的组合。 它还

意味着修改现有编码、归纳创建子编码,以包含理论驱动编码中未包含在其初始定义中的新元素冶。

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观点来审视,演绎编码的本质为教育研究共同体就现有教育研究相关“教育

生活世界冶展现出的某些侧面达成的共识。 归纳编码则是发现教育综述研究中纳入分析的教育原始

研究相关“教育生活世界冶所展现出的新侧面。 混合编码不但是二者的结合,同时还会基于“教育生

活世界冶展现出的新侧面修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 此外,Lisette Torres-Gerald 建议团队研究开发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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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理解之意,实即移情作用中的理解。 也即对他人的理解性体验中,对他人之体验的理解中。冶 [11]225



手册,以帮助团队成员及时达成共识,避免编码偏差。 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观点来审视,此举的重

要性在于避免因团队成员自身“周围世界冶的不同,而对纳入分析的教育原始研究相关“教育生活世

界冶的理解产生较大偏差。

六、结摇 摇 语

本文基于胡塞尔纯粹现象学关联域“自我—我思—所思冶框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反思了

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在“提出研究问题冶“进行专业遴选冶“开展深度分析冶三方面存在

的不足。 通过优质教育综述研究案例的对照,表明当前基于文献计量技术开展的教育综述研究在此

三方面尚有提升空间。 基于此,结合对开展系统性综述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的标志性文献[18-19],提

出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三点建议。

第一,教育综述研究问题的根本来源是研究者主体,一个好的、有价值的教育综述研究问题必然

也必须朝向“教育生活世界冶,不能停留于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映射。 因此,研究者应在教育综述

研究伊始表明其对“教育生活世界冶而非教育文献材料的核心关切,并明确提出研究问题。 与此同

时,对研究问题中所包含的概念进行操作性定义时,避免因“文字记号冶而对“教育生活世界冶的理解

产生偏差。 例如,近期有系统性综述表明,相同的文字记号“校园欺凌冶( school bullying)就指向不同

的“教育生活世界冶 [20]。 特别是,教育综述研究应在已有教育文献材料的基础上,尝试去回答更为综

合、更为根本的教育问题。 而前文分析表明,文献计量技术只可胜任简单的文献综合工作。 因此,教

育综述研究者应考虑到文献计量技术的功能限度,主要借助其回答描述性问题(如历史发展脉络、研

究热点等)淤,或将其与内容分析法、主题分析法等相结合,用以回答更具深度的教育研究问题。

第二,教育综述研究对教育文献材料的遴选不能只依靠技术,更要依靠研究者的专业眼光和判

断。 具体而言,研究者可依据研究问题确定文献检索、纳入和质量评估标准,进而基于相应标准对教

育文献材料进行专业遴选。 首先,基于研究者所关切的“教育生活世界冶,依所提出的研究问题确定

文献检索标准。 该标准的确定需把握好代表性和全面性之间的张力,目的在于获得最具包容性而又

最具针对性的检索结果,尽可能不遗漏“文字记号冶不同但“教育生活世界冶符合综述研究主题的教育

文献材料。 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发表偏好对综述研究结果可靠性造成的影响,尽可能多地关注包括

未公开发表的报告、学位论文等灰色文献[21] 在内的多种文献材料。 在实际操作中,可基于对多个数

据库和搜索引擎的测试逐步确定最适切具体研究问题的标准,同时辅以向前、向后滚雪球法,囊括尽

可能多的切题文献。 此外,对布尔运算符的运用可优先考虑“在主体间层次上可交换的概念冶 [11]346,

如性别、学段、地域、学科、发表时间段等,尽可能做到公认无异议。 其次,针对检索得到的教育文献材

料,确定文献纳入标准。 文献纳入标准是从定性角度判断文献是否应被纳入分析。 该标准也需视具

体研究问题而定,不可一概而论。 最后,针对纳入分析的教育文献材料,确定质量评估标准。 该标准

通常基于专业眼光从研究设计、研究方法、数据质量、结果可信度等方面对文献进行全方位的评估,而

非仅依靠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索引目录。 质量评估标准是从定量角度对文献的参考价值进行刻画,研

究者可据此赋予不同文献以相应的权重,进一步提升综述结果的准确性。

第三,教育综述研究不能停留于技术带来的浅表分析,只有研究者对教育文献材料及其“教育生

·521·

张胜. 文献计量技术应用于教育综述研究的现象学反思[J] . 重庆高教研究,2023,11(5):117-127.

淤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描述性问题通常不涉及深入分析,但这并不代表描述性问题不重要,很多描述性问题具
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活世界冶进行深入分析,才能发现其原初意义,真正实现教育综述研究的应然价值。 为达成此种深度

分析,教育综述研究者需秉持现象学态度悬置自身观感,基于“移情作用冶实现对教育文献材料及其

“教育生活世界冶的“解释性理解冶。 就具体方法而言,除了已有研究提及的内容分析法[6],还应重点

关注主题分析法。 主题分析法也被称为质性内容分析法[22],注重理解文本内容的实质意义,极为契

合透过“文字记号冶理解“教育生活世界冶的现象学教育学思想。 主题分析法不但适用于对质性数据

或质性文献材料的分析,而且对其他类型教育文献材料的分析有重要借鉴意义:对理论思辨研究文献

材料的分析无疑需要理解遣词用句背后的丰富意涵,即便是对量化研究文献材料的分析,也需深入考

察对同一概念的实质测量是否相同? 抑或对不同概念的操作化本质上是否无差异? 前文提及的“校

园欺凌冶即是实例[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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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henomen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Bibliometrics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ZHANG Sheng
(College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Abstract:Bibliometrics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Relevant reflec鄄
t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technology itself and its application. The purpose of the study is to further examine
the limitations of bibliometrics applied to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Based on normative analysis through Husserl爷 s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ego
-cogito-cogitatum冶 in the connexion of pure phenomenology, and taking the case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鄄
al review study as a practical contrast, the reflection confirmed that it has shortcomings in “ raising research
questions冶, “conducting professional selection冶 and “conducting in-depth analysis冶 . Based on this, thre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irstly, edu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should attempt to answer more
comprehensive and fundamental educational questions based on existing literature. At the beginning of edu鄄
cational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researchers should express their core concerns about the “ educational life
world冶 rather than educational literature, clearly propose research questions, and operationally defined the
concepts contained within research questions. Secondly, based on research questions, literature retrieval
stand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balance representativen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striving to avoid missing
literature that have different “ textual notations冶 but are relevant to the “educational life world冶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qualitative inclusion criteria should be set for literature obtained through retrieval, the quantita鄄
tive quality evaluation standards to be set for the literature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hirdly, researchers
should hold a phenomenology attitude to suspend their own perceptions, combining bibliometrics with con鄄
tent analysis, thematic analysis, etc. , achieving “ interpretative understanding冶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and
its “educational life world冶 based on “empathy冶, and deeply analyz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educational
literature.

Key words: bibliometrics;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pure phenomenology; literature review
study; educational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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