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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设计的研究的主旨 、特征及案例简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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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习科学研究的兴起 ,引发了世界教育领域对一种新的学习研究方法———基于

设计的研究(DBR)的深入关注。DBR倡导设计与研究相互整合 ,其核心主旨是强调理论与实践

的连接及共同推动 ,这正是其与传统心理实验方法之间最根本的差异 。在此基础上 ,DBR还具有

实用性 、贯一性 、交互性 、迭代性 、灵活性 、整合性以及情境性等更加具体的特征 ,对这些特征的深

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 、准确 、深刻地领会 DBR的基本内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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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学习科学研究的兴起 ,世界教育领域对基

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 ,下简称 DBR)

所投注的极大研究兴趣 ,表明了作为一种整合教育

研究与设计开发的全新学习研究方法 , DBR所内蕴

的丰富潜力。DBR是一个国际性的前沿研究课题 ,

国内学者对 DBR的研究 ,尚处起步阶段 ,因此 ,厘清

DBR的核心主旨(亦即 DBR产生的深层原因)与关

键特征 ,这是当前研究工作的基点 。

一 、理论与实践的连接及共同推动:DBR 的核

心主旨

关于人类学习的理论(特别是教育心理学)一直

是人们构筑教育实践的基础 ,实践者力图将关于人

类学习的科学研究成果(实验研究成果)应用到真实

教育情境中来。但是 ,实践者普遍发现 ,教育心理学

对人类学习的很多洞见难以直接移译到(t ranslate)

教育实境中并对实践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 ,很多人

因此批评教育心理学“无法产生有用的知识”(Lega-

mann , 2002)。对这一现象的生成根源的剖析正是

Ann Brow n与 Allan Co llins(1992)创生 DBR方法

的初衷 ,即 ,学习情境是一种极为复杂的情境 ,在这

种复杂情境中 ,我们很难用实验设计的方法去检测

特定变量的因果影响;而 Greeno(2006)等也指出 ,

“实验心理学的`因素假设' 观在复杂的学习情境中

是无效的”[ 1] 。具体来说 ,实验心理学方法的基本观

点是 ,我们能在脱离具体情境的情况下去单独分析

认知过程;但是诸多研究已经证实 ,个体与学习环境

是不可分离的 ,“任何内容(认知意义上的)都是通过

本土情境中的特定因素交互性地决定的”[ 2] 。因此 ,

认知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 , “它并非局限在

个人的心智之中 ,而是一个分布于认知者 、环境甚至

于活动意义中的过程”[ 3] 。从这一情境视角看 ,在实

验室中对动机 、元认知乃至学习的研究 ,尽管不失科

学上的可靠性 ,但却易导致生成一种毫无推广及实

用价值的局限性理解。正是在此基础上 ,作为沟通

真实情境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全新学习研究范式 ,

DBR脱颖而出 。DBR是一种在真实生活情境中进

行研究和设计工作的新方法 ,它通过反复不断地改

变学习环境来解决这种情境的复杂性———搜集这些

变化的效果证据并用其来指引下一次设计。因此 ,

作为一种介入性的机制研究与发展研究 , DBR的核

心主旨在于 ,实践层面的对学习环境的设计以及理

论层面的对学习机制的理解是连接的 、同时的 、交互

的 、整合的 ,这恰恰与传统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构

成了鲜明的对比 ,因为实验研究方法的基本逻辑是

理论生成与实践应用之间的孤立 、分离乃至脱离(见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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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DBR与心理实验方法之间的差异(Sasha Barab , 2006)[ 4]

DBR 心理实验方法

研究地点 真实世界的学习环境 实验室

变量的复

杂性
多种类型的依赖变量 少量的几个依赖变量

变量的处

理

并非所有的变量都预先知

晓 ,很多变量都是在研究

中生成。

预先选择一些变量 , 并且

在研究中 , 对这些变量的

关注是保持不变的。

研究进程

的展开

在研究过程中 , 进程是弹

性与发展变化的。

所运用的程序是固定不变

的。

社会交互
合作 、共享等复杂的社会

交互。
个体之间是隔离的。

结果的报

告
描述实践中的设计

汇报假设是否受到支持 ,

且是否成立。

参与者的

角色

实验者和参与者是积极

的 ,并影响研究的设计

实验者不能影响被试;并

且被试亦不能影响设计。

　　DBR试图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 ,主张在

设计过程中研究 ,在研究过程中设计 ,理论研究与实

践设计彼此交融 、共同发展 。DBR的这种核心主旨

可溯源至杜威的 “实践”(Praxis)概念(Confrey ,

2006)。杜威认为 ,实践不是一个单向度的过程 ,而

是一个包含着探究的交易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理论

和实践彼此提供着信息。因此 ,理论源自行动正如

行动源自理论。从这一观念出发 , DBR可以被视作

一种实践形式 ,在实践过程中 ,理论(与设计)将会根

据本地特征(lo cal particulars)

图 1　DBR中的要素及其交易关系

资料来源:Barab , 2006 ,有改编

进行伸 缩 变 化。

Barab(2006)更为具体

地描述了 DBR的这种

理论探究与实践设计之

间的紧密联系(见图

1)。他认为 , 设计 、理

论 、问题以及真实自然

情境等是 DBR的核心

要素 ,它们以一种难分

难解的方式相互交易 ,

设计建立在理论的预测之上 ,并且理论的力量是通

过设计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的效用得以展现 。迭代循

环过程是一种对设计框架与设计策略的更新与修正

过程 ,通过这一过程 ,实践革新的本土效用价值得以

检测与确认 ,学习与教学的理论得以进一步深化与

拓展 。从更加宽泛的角度而言 ,在交互过程中 ,研究

者与实践者对问题的理解不断深入 、对设计的修正

不断完善 、对理论的认识不断精炼 ,各要素均处于一

种开放的 、不断发展的动态变化过程之中。

二 、五个主要特征:进一步明晰 DBR的内涵要点

DBR是一种系统的但却灵活的方法 ,旨在基于

真实情境中研究者与实践者之间的合作 ,通过迭代

反复的分析 、设计 、开发与实施改善教育实践 ,同时

指向情境敏感的设计原则与学习理论的生成 。具体

而言 ,DBR具有 5个基本的特征(见表 2)。
表 2　DBR的特征(改编于 , Feng Wang & Michael J.H an-

nafin , 2005)

特征 特征的解释

实用性

·DBR对理论和实践同时精致化;

·对理论价值的评价在于理论能在多大程度

上改善实践 ,并为实践提供丰富信息;

贯一性

·设计是理论驱动的 ,并扎根于相关的研究 、

理论和实践中;

·设计在真实情境中进行 , 并且设计过程镶

嵌在 DBR中 ,并通过 DBR而展开研究;

交互性 、迭代重

复性 、灵活性

·设计者参与到设计过程中 ,并与参与者共

同工作;

·过程是分析 、设计 、实施与再设计的迭代重

复过程;

·初始的设计计划通常是非充分细节化的 ,

因此设计者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仔细的变更;

整合性

·采用混合性的研究方法以扩大研究的可信度;

·随着新的需求和问题的产生 , 以及研究关

注点的变化 ,研究方法可随之产生变更;

情境性

·研究过程 、研究结果以及从初始计划开始

所产生的变化都被记录收档;

·研究结果是与设计过程及情境相关联的;

·所产生的设计原则的内容及深度是不断变

化的;

·对生成的原则的应用 ,需要有相关的指导。

　　1.实用性(Pragmatic)。

在 DBR中 ,研究者通过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来推

动关于设计 、学习与教学的基本理解。理论的发展

是与实践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的 ,DBR对理论和

实践同时进行精致与提炼 ,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可

能性 。DBR秉持如下的信条 ,即:DBR要能产生本

地影响(local impact),且对理论的价值的评判取决

于理论中的原则和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能为实践提供

信息并改善实践。

2.贯一性(Grounded)。

在进行 DBR研究之前 ,研究者会选择一个有关

学习与教学的理论 。他们会检视文献资料以及可接

触到的设计案例 ,鉴别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在识别差

异(gaps)的基础上确保研究的价值 。在随后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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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研究者试图修改和精致理论 ,并将其作为决定何

种介入(interventions)应当引入或应当消除的“锚” 。

DBR的理论驱动本质是非常重要的 ,这是因为 DBR

更多的是一种研究范式 ,而非一种评估方法。如果

没有一种潜在的贯一性的理论来支持所采用的设计

框架和设计程序 ,那么所获得的结果就不能为面向

教育中设计革新的理论发展提供信息 。另一方面 ,

DBR是扎根于(g rounded in)真实世界情境中的 ,每

个参与者都在情境中进行社会性交互。DBR 研究

者需要同时关注真实情境中显示出的大量变量 ,需

要通过量性与质性方法观察设计的不同方面 ,需要

解决相关的各种问题与需求 ,并且需要记录下所做

的调节的原因和过程[ 5] 。

3.交互性(Interactive)、迭代重复性(Iterative)、

灵活性(Flexible)。

Cobb等(2003)指出 , DBR强调参与者与研究者

在整个过程中的相互合作 。由于 DBR关注理论和

实践之间的动态复杂联系 ,所以 ,研究者与实践者的

互动合作 ,保证了涌现(emerging)的本土性问题(lo-

cal issues)能及时有效地加以解决 ,各种参与者的互

补的专业技能与观点为设计实践贡献着力量 。

DBR也具有一种迭代重复的特征 ,即是指源于

先前实施的设计的结果为下一次的探究循环提供了

一个详述预期的解释框架(explanatory f rame-

wo rks),具体表现为一种设计 、实施 、分析和再设计

等步骤构成的迭代循环(i terative cycle)。

DBR过程亦具有灵活性。合作者通过实施试

图改进初始的设计方案。在实施过程中 ,基于连续

性的循环所累积的数据信息以及设计者的实施经

验 ,理论得以产生 ,并且设计所赖以依托的理论框架

也得以拓展与发展 ,甚至有时生成一种新的框架。

4.整合性(Integrat ive)。

作为一种学习研究范式 ,DBR亦具有一种方法

上的多样整合性 。Richey(2003)等指出 , DBR采纳

各类型的广泛使用的方法 ,如调查 、专家分析 、评估 、

案例研究 、访谈 、探究方法 、比较分析以及回溯分析

(ret rospective analy sis)等 。通过多样方法的联合使

用 ,各种来源的数据就会提升研究进程的客观性 、有

效性以及应用性
[ 6]
。

5.情境性(Contex tual)。

DBR倡导研究结果既应当与结果产生的过程

相联系 ,也应与研究实施的情境相关联。研究结果

不仅仅是供其他设计者直接遵循的处方性活动 ,而

且应当超越当前的问题情境以引导设计者生成相关

的理论以及新的结果。按照 Akker(1999)的观点 ,

当研究结果在更多的情境中生成了更多的成功介入

时 ,结果的普适性(generalizability)程度就增加了
[ 7]
。

在 DBR中 ,研究过程 、研究结果以及从初始研

究计划开始所产生的各种变化都被记录下来;所生

成的设计原则的证据保证 、具体观点 、应用指导等亦

需被详细提供。因此 ,有兴趣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就

能够根据他们的旨趣追溯着设计革新的产生以及各

种革新之间的联系 ,并能够深入分析产生特定效果

的情境因素与情境条件。此外 ,设计原则的内容和

深度是在变化着的 ,这种变化是一种基于多种研究

结果的分析与发现之上的生成性的变化。因此 ,为

了能够提升这些生成性的原则的适用性以及最终意

义上的普及性 ,需要提供这些原则的使用指导。

三 、一个中国本土的研究案例简析:DBR思想

的渗透与体现

接下来 ,笔者将通过一个亲身经历的两年期案

例的简析来对上述的 DBR的核心主旨及主要特征

做进一步阐述 。本案例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1)以

对称概念作为探究主题 ,分析学生在真实教育情境

中对对称概念学习及理解的规律(关于学习机制的

理论研究),包括学习过程中的错误分析 、障碍分析 、

思维规律的分析等;(2)开发促进学生理解与学习的

设计框架及策略 ,并根据即时涌现的需求及问题对

已有的框架及策略作迭代性的修正(关于实践设计

及介入的研究);(3)通过设计与研究的整合 ,生成情

境敏感的 、且具有本土效果的设计原则 ,并且这种设

计原则 、策略是与对学生概念理解机制的分析(即生

成的理论)相互包裹 、紧密融合的[ 8] 。关于本案例研

究的基本流程 ,见图 2。

图 2　对称概念探究与理解的案例研究进程

在本案例的研究过程中 ,对学生概念学习及理

解机制的研究 、对教学设计理论的摸索是与教学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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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的介入及干预相互整合 、彼此嵌入的 ,这体现了

DBR的核心主旨。本研究关注本土效用 ,即 ,生成

的理论与创新性设计是否真正推动了真实场景中学

生对对称概念的理解 ,机制性理论及介入性设计的

价值在于对实用性效果的判断;研究者与案例班级

的教师密切合作 ,彼此身份模糊 ,共同设计 、彼此协

商 ,互补彼此的专业技能与实践经验;研究进程遵循

本土实效判断基础上的迭代性修正与重复 ,初始理

论的修正 、丰富与拓展在过程中得以不断地自然生

成;多种方法(作业单分析 、访谈 、课堂录像分析 、课

堂观察 、专家访谈等)的整合及灵活的使用 ,保证了

设计及研究活动的真实性 、有效性 ,提升了研究结论

的客观性 ,推动了创新性设计的应用性价值;研究进

程中的繁复的细节均被尽可能记录存档 ,这包括学

生概念理解与态度观念上的发展与变化 、设计策略

与教学介入的调整及变更 、学习机制与教学理论的

调节与改进等等 ,通过保证研究产品的情境性内涵 ,

将理论和相关境脉因素保存并传递给他人。

四 、结束语

DBR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 ,因为它强调真实

情境中的介入性研究 ,旨在揭示有用的构造(useful

const ructs),并推动有关人类学习的新理论的生

成[ 9] ;DBR也是一种全新的教学设计方法 ,尽管与传

统的 ISD一样 , DBR也强调设计活动要能应用至本

土设计需求与问题的解决 ,但 DBR更强调严谨的 、

重复的 、迭代性的探究 ,更强调在解决本土设计问题

的同时 , 生成实用性的 、可推广的设计原则与理

论[ 10] 。由此可见 ,设计与研究相互整合 、理论与实

践彼此联结 ,构成了 DBR的最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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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rpor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esign-based Research and Example Analysis

LV Lin-hai
(Department of Edu cational Science and Adminis t rat ion , Nanjing Universi ty , Nanjing China)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arning science , education researcher pay more at tention to a new

learning research method which is named Design-based research.DBR maintain the integ ration of design

and research , emphasize the linkage of theo ry and practice , and the mo re concrete cha racteristics are :

pragmatic;g rounded;inte ractive;interative;flexible;integrative , contex tual.We should deeply analysis

the gis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BR , then w e can under stand the DBR more accurately , deeply and com-

prehens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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