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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生活体验研究是教育现象学家马克思·范梅南创立的一种针对教育现 

象学研究的方法，它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指向教育生 

活现象的实践性研究，是一种以人类体验为研究问题的人文性研究，是一种悬置假 

设、还原本质的研究，是一种探寻对教育现象意义的周全反思性研究。将生活体验研 

究应用于比较教育研究中，不仅充实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基础，而且能够使比较 

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更为关注教育现实生活，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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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体验研究的内涵及价值 

(一)生活体验研究的内涵、理论基础 

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基于现象学的、质的研究方法，它以个体的生活经验作为研 

究对象，并直接指向我们的生活世界。在狄尔泰(wilhelm Dihhey)看来，生活体验就 

是一种人们在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意识。狄尔泰认为，生活体验的最基本形式包括我 

们生活中直接的、先于反思的意识，是一种反射性的或自发性的意识，作为意识，它并 

未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口 梅洛一庞蒂(Merleau—Ponty，M．)则从本体论层面对生活体验作 

出了解释，即“可感受性”，它是一种存在的可察觉的外表及无声力量的不带任何偏 

见、含糊与超然的自我显现方式。马克思·范梅南(Max van Manen)指出，生活体验对 

我来说并不像被觉察或呈现出来的事物那样“与我相遇”，它并未向我显示，但事实上 

生活体验确实与我共在，因为我能够以反思的形式意识到它，从一定意义上讲，我直 

接占有它，就像它完全属于我一样，它只有在思想中才变得客观具体。 生活体验研究 

是马克思·范梅南基于教育现象学理论提出的一种方法论。范梅南出生于荷兰，自然 

地接受了荷兰的生存哲学思想与现象学传统。自l8岁起，范梅南就开始阅览现象学 

著作，受到诸多现象学家的影响。胡塞尔创立了现象学，其后继者们虽然没有局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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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塞尔超验现象学的研究，但他们却都坚持了一种现象学的研究本质，即“回到事物 

本身”来追寻生活的原初体验。范梅南也是想借用现象学理论让人们关注身边最直 

接最普通的经验，体验生活现象并对其进行一个生动启发式的文本描述。同时范梅 

南受到荷兰教育家兰格威尔德(Langeveld)的影响。兰格威尔德认为，“教育学是一门 

基于经验的科学，因为它把教学情境置于日常的经验世界。如果忽略了教育与生活 

世界的联系，那么要成为一名教育家是不可能的。”b 范梅南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和 

思考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育现象学就是“让我们摆脱理论和预设的概念，将我们的成 

见和已有看法、观点先搁置起来。让我们直接面对学生的生活世界和生活体验，并对 

它们做有益的反思，从而形成一种特有的教育机智和对具体教育情境的敏感性” 的 

科学。而生活体验研究则是他试图应用于教育现象学的研究与写作中的方法。 

(二)生活体验研究在教育中应用的价值 

教育作为一门极具人文色彩的学科(尽管大多时候将其归人社会科学领域)，不 

能只对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做出实证的、过于理论化与技术的验证分析，教育学应是 
一 门研究人的学问，教育研究应深入到教育的实践领域或人的精神世界。长久以来， 

教育学在其自身的发展中，很多的教育主题早已远离了实际、远离了生活。不论是从 

哲学角度对教育术语的思辨，或是从社会学、经济学视角对教育理论的重新审思，亦 

或者是更容易从自然科学中借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对教育问题的验证，这些似乎都偏 

离了教育的本质内涵，缺少了对教育本真的探求。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本应同根同 

源，然而现实中却让二者的距离变得越来越遥远。于是，应用于教育中的现象学研究 

变得如此重要 ，如此契合 。其实 ，早在20世纪初 ，德国海德堡大学校长克里克 

(Kfieck，E．)就已将现象学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他在《教育科学纲要》等著作中，将 

教育学视为有关人存在的学问，反对规范的、评价的教育学观点，主张建立“自律的教 

育科学”、“纯粹的教育科学”，因此，梅塞尔(August Messer)也将教育学称为“现象学的 

教育学”。b 随后，胡塞尔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的现象学理念，这为现象学走向实践 

哲学铺平了道路，以至于后来的各个现象学派都不断地探求如何将形而上的现象学 

哲学理论应用于形而下的各种实践领域中。如教育学家兰格威尔德在其著作《教育 

学的科学本性》中正式提出了教育现象学概念，强调教育应关注成人与儿童的生活体 

验、关注教育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而作为著名的现象学的教育学家，范梅南也将 

现象学方法——生活体验研究应用于教育领域，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他认为，“生活 

世界”才是教育工作者思考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教育研究的源泉。【6 教育是一种教学、养 

育的活动，是人与人之间一种心的交流活动，是一种充盈着人文关怀的实践活动。因 

此，我们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并探寻这种体验的内在意义并作出本质性的分析。 

二、生活体验研究的方法论特征与研究程序 

(一)生活体验研究的特征 

1．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指向教育生活现象的实践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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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一种实践活动，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必定会带有实践特征。作为教育现象 

学的研究方法，生活体验研究将研究主题定位于日常的教育生活世界中，也就决定了 

它的实践特性。这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以一种参与者的身份加入到现实的教育 

情境中，与研究对象(教育情境、受教育者等)接触并产生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或是研 

究者之前经历过的类似体验，或是能够引起研究者的兴趣或同情并使其产生共鸣的 

体验。唯有深处教育的生活世界中，一群带着智慧、机敏的研究者们进入一个或许他 

们并不熟悉的地方，怀着一种好奇、开放的心态来接触当下的生活现象，留有对这种 

生活的印象并产生共鸣的体验，才能真正地体会和理解这种文化下的教育。而比较 

教育研究也正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心态来研究多元文化下的教育问题。“如果我们要以 

社会参与者的身份到人文科学中去寻找我们的根基，我们必须走进人类际遇(encoun． 

ter)的空间。” ’ 

2．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 以人类体验 为研 究问题的人文性研 究 

教育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不论将其归为社会科学或是人文学科，它都 

带有特定的人文性。兰格威尔德曾指出，教育学是一门起源于生活经验的科学，是一 

门人文科学，因为教育情境或教学情境是建立在特殊的人——儿童的意愿之上的。[8] 

作为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生活体验研究具有浓厚的人文特性。范梅南认为，现象 

学的研究意义是“借用”他人的经验及其对经验的反思，在人类经验总的背景下，更好 

地理解人类经验某一方面的更深层意义或重要性。[9 现象学关注于每个个体的生活经 

验，认为每个人的生活体验(或经历)都是有价值的，都能够被他人借用或使他人反 

思，从某种意义上具备了一种人类经验的共性。因此，生活体验研究强调关注每个人 

在具体教育情境中的独特体验，以他人的教育体验作为研究资料，并通过问卷、访谈、 

参与观察、分析文本等方式获得这些体验，探寻体验背后的意义和价值。正是生活体 

验研究的这种特点，让我们反思“比较教育应该研究什么?”“比较教育研究要真正获 

得什么?” 

3．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悬置假设、还原本质的研究 

悬置与还原是胡塞尔超验现象学中的概念。悬置是将研究者以往的认识、经验、 

常识、偏见搁置起来，悬而不论，以此保持研究的真实性，便于真正地理解所研究的生 

活现象，与研究对象当时的体验相契合，即悬置假设。胡塞尔认为，还原是“将意向体 

验和其他对象的事实特征还原到作为它们基础的本质规定性——事实特征对于那些 

本质规定性来说仅仅是一些可互相替代的事例——上去。”n们胡塞尔将还原视为发现 

事物本质的唯一方法，还原旨在排除事物的表面现象，探究事物的本质。教育现象学 

研究继承了现象学的这种研究方式，因此，生活体验研究强调一种悬置假设、还原本 

质的研究方式。教育家兰格威尔德认为，“通过事先预设的理性前提是不能走人教育 

情境的，因为它受到先前社会形态的稳定影响，也受到赋予教育关系以实际形式的方 

法论的影响。”̈ 实̈际上，生活体验研究并不是要求研究者事先对研究的理论常识一 

无所知，而是要求研究者在具备这样一种研究的理论素养之后，再来悬置原有的经验 

假设，以便于发现好的研究主题，并探究教育生活现象的本质。在比较教育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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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怀着什么样的研究态度来对待不同国别、种族、文化下的教育问题?悬置我们 

自己所特有的、先人为主的印象观念，然后再去探寻某种生活世界中教育现状、教育 

特征，领会他国文化下的教育的本质，岂不是更具真实性? 

4．生活体验研究是一种探寻对教育现象意义的周全反思性研究 

教育的生活世界应是一个由各种无处不在的意义相互交织成的综合体，对于这 

种教育生活的意义，研究者需要借助充满智慧与想象的反思获得。反思是生活体验 

研究中的关键。生活体验研究虽是指向教育生活世界的，但并不意味着这种研究是 

肤浅的、表面的。实际上，生活体验研究应是对隐藏在教育现象背后本质性的、意义 

的研究。只有对有意义问题的研究才能被更好、更加深人地理解，才更具有应用和推 

广价值。范梅南指出，教育学的行动和反思就在于不断地识别对于某个具体的孩子 

或一群孩子来说什么是好的、恰当的，什么是不好的、不恰当的。n 因此，通过反思，研 

究者才能发现教育生活经验中什么是可借鉴的，什么是需要改善的。在范梅南看来， 

生活体验研究应是一种探寻生命、生活及生存的意义的周全性的反思活动，反思不仅 

需要思考，还需要行动。通过反思，将蕴涵着教育意义的实际教育情境或描述文本用 

语言方式表达出来。对教育意义、本质的周全反思不仅是教育现象学研究所具有的 

特征，所有针对教育的研究活动都应持有这样的素养，比较教育研究也不例外。 

(二)生活体验研究的研究程序 

在《生活体验研究——人文科学视野中的教育学》(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HumanScienceforanActionSensitivePedagogy)--书中，马克思·范梅南将现象学的研 

究视为六种研究活动之间的动态结合，即转向对一个深深地吸引我们并使我们与世 

界相连的现象的关注；调查我们真实经历过的经验而不是我们所抽象的经验；反思揭 

示现象特点的根本主题；通过写作和改写的艺术方式来描述这一现象；保持与这一现 

象的强烈而有目的的教育学关系；通过考虑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来协调整个研究o[13]而 

生活体验研究也延续了这种研究活动的程序。 

1．指向教育生活中的现象 

范梅南认同“现象学是对本质的研究”，但这种本质不应被神秘化，应是可以被理 

解的现象的描述。生活体验研究起源于研究者对教育生活中的现象产生兴趣 ，从而 

展开对这种现象的体验。 

2．收集教育生活体验的资料 

生活体验研究收集资料的方式有很多，包括追溯词源、探索习惯用语、收集他人 

亲身体验的生活描述、访谈个人的生活故事、观察生活中的轶事、阅读文本(传记、日 

记、札记、笔记、故事、诗歌等)、查阅现象学文献等。研究者以悬置以往的经验假设的 

态度，进而感同身受地体验他人经验的资料。 

3．反思教育生活体验的意义 

反思在于获得教育生活现象中的本真意义。教育生活中的意义是多样的、多层 

面的，生活体验研究中的反思也应是有深度且多样化的。研究者可通过反思具体的 

生活情境，挖掘各种情境中经验的意义，来揭示主题的教育性；可运用各种方法，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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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概况法、选择强调法、细节描述法等来分析生活体验的主题；可将对主题分析的感 

想写下来；可从艺术中寻找主题；可通过对话、合作等方式分析主题。 

4．将生活体验用文本写作方式表达出来 

虽然文字无法穷尽对教育生活的真实体验，但写作是将对生活体验以语言符号 

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方式。写作是对思考和行动的调和，是对反思的检测。写作常采 

用轶文趣事或故事的方式，有助于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关注，引发对教育的思考；写作 

需要明确目标，论证有力，语言丰富并富有教育意义等。 

5．保持研究与教育的强烈指向关系 

为了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真正把握教育的意义，生活体验研究需要保持与教育 

的一致性与真实性。为此，要准确理解教育概念；观察教育教学中可操作的具体事 

件；注意文本写作与教育现实之间的联系；保持教育思想的周密性和教育行为的机敏 

性，使生活经验与实际行动相关联等。 

6．通观部分与整体以协调整个研究 

作为人文科学中的一种研究方法，生活体验研究需要在协调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中把握整个研究。其一，多用叙述方式撰写研究提案，介绍研究问题的意义、本质和 

研究文本内容的典型性；其二，在研究的设计过程中，应清楚地表达研究背景，制定研 

究计划，寻求适合的研究方案和特定的资料收集方法；其三，遵循研究与写作相结合 

的手法，将研究体验以书面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生活体验研究对比较教育研究的启示 

(一)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需要“生活体验研究”的充实 

随着教育全球化、国际化与教育改革的发展演进，比较教育研究作为教育学科内 

的一个前沿性的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讲，比较教育研究 

可以反映一个时代背景下国家或国家间的特定社会集团的某种教育意识 、教育态度 

与教育理念。然而，自比较教育之父朱利安创立比较教育学科以来，其发展过程中就 

不断遇到各种问题及遭受各种质疑，尤其是比较教育的方法论问题。学者沈姗姗曾 

分析指出：比较教育 自从发展开始 ，即面临了不确定性的问题，这些不确定性包括学 

科领域、不易确认的国外教育事实资料及因随时变动的时空环境而形成的资料等，当 

然也包括了知识基础与研究方法的不确定性。n 艮多学者也提出，“比较”不是比较教 

育研究中特有的方法，不能代表比较教育的学科性质。确实，“比较法”在教育的各个 

学科中普遍应用，然而，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并不是将“比较”作为一种技术性的方法， 

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论层面的思维方式，旨在于研究跨文化视野下的教育问题，提 

高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应是具有多元化、多样性特征的。每 
一 种研究方法都会有利弊，都难以单独地解决日益复杂的教育问题，所以，在比较教 

育研究中，不能单一地使用某种特定的研究方法，否则，势必会限制比较教育研究的 

范围、广度、真实性及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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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7O年代以来，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也受到了一些新的理论思潮如新 

马克思主义、冲突理论等的影响，采用了很多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但因比 

较教育自生成的那刻起就带着浓厚的借鉴取向，尤其是在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中，由 

于长期受到一种标准化、统一性的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多是围绕“理想社会的教育” 

而展开，[1 5]即采用一种单向的借鉴或输入现代化程度高的、经济发达的、科技先进国 

家的教育制度与教育模式。因此，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继续朝着一种多维度、多 

层面、多视角的研究模式发展。将比较教育研究建立在整体性的国际教育的视野中， 

关键是承认文化的多元、平等，形成与多国文化下教育的相互理解、相互影响、相互借 

鉴。而教育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生活体验研究正是可以用于探究不同文化下的教 

育生活与实践、教育微观现象(如课堂师生之间的生活体验、话语倾注，学生课堂中偶 

发性的动作行为等)，搜集国外教育的事实资料，从而试图以一种相互尊重、相互包容 

的心态去看待外国的教育实际与教育问题，或合理地借鉴外国的好的教育方式。生 

活体验研究不仅可以作为一种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使用，它甚至体现了研究者的一 

种研究态度与价值取向，即回到教育生活的本身来研究教育问题。这种态度与取向 

是适用于教育全部领域的研究之中的。可见，生活体验研究是适用于比较教育研究 

的，它充实了比较教育研究的方法论。 

(二)生活体验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展望 

到目前为止，生活体验研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的应用还比较少，这是因为比较教 

育研究多指向于对教育政策、制度、学校管理等宏观层面的研究，而不够关注教育的 

微观层面的研究，这也是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应该加以完善的方面。其实，早在20世 

纪70年代，一些新的教育思潮出现以后，很多质的研究方法如教育民族志(批判民族 

志)、文化研究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并得到运用。然而，它们仅代表了一种研究 

方法，还不能带来研究态度和取向的转变。因此，直至今天，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方 

法仍然没有实质性突破，仍以文本研究为主。 

生活体验研究运用到比较教育研究之中，不仅是对比较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充实， 

而且更加强调比较教育研究的思维、态度及取向有所改变，能够坚持用一种回归教育 

本真的态度研究教育问题，将教育理论与实践更加契合地融为一体。当然，生活体验 

研究也有自身的局限，如研究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现象学理论基础，有接纳陌生事物的 

开放心态；研究结果具备一定的情境性，不利于推广；研究结论较为零散；研究的信 

度、效度不够等。因此，比较教育研究需要借鉴生活体验研究中有益有效的一面。比 

如，对他国文化下教育问题的研究如课堂教学、师生的互动关系、教师与儿童相处的 

方式、教学场景的布置、学生对考试的体验、学生对某种学科的学习体验、对学校教室 

的体验等都可以运用生活体验研究的方式。生活体验的比较研究方法告诉我们，对 

教育资料的搜集既可以通过文本查阅，也可以进行实地的观察、访谈或深入教育情境 

的亲自体验，使比较教育研究的资料更具真实性和现实意义。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融 

人一种面向教育现实生活的态度取向，并结合使用其他的研究方法，取长补短，以促 

进比较教育研究更加深入地、全方位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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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Thinking about the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comoaratlve education ● 1 ‘ 

LI Sha．CHENG Jinkuan 

(School ofEducational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210097，China) 

Abstract：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is a phenomenological pedagogy method that 

Van Manen who is a master of phen0menol0gical pedagogy has founded．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is a kind of practical study which point to the educational vital phenomenon and 

a kind of humanity study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human experience and a kind of study 

which suspension hypothesis，restore to the nature and a kind of comprehensive reflective 

study which explores the sign ificance of educational phenomenon． Making 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 apply to the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not only enrich the basis of 

the methodology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but also make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focus more on the real educational life，which has mor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 ords：researching lived experience；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method- 

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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