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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基于中英文新闻传播学术期刊的分析

徐开彬　 叶春丽

摘要: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日趋丰富,发文量不断增加。 通过对新闻传

播领域的 102 篇中文论文和 505 篇英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这些研究聚焦互动性和过程性

的特点与扎根理论的适用特点基本一致。 英文文献将这一方法广泛地运用在健康传播、家
庭关系、组织 / 危机传播、社交媒体、新闻生产 / 报道等涉及传播互动、关系和心理 / 行为过程

的研究中。 中文文献的研究主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用户 / 消费者线上行为、跨文化传

播、群体事件等方面。 同时,新闻传播领域扎根理论的应用还存在以下问题:将扎根理论与

其他方法混用或只当成编码的工具;未从数据中提出研究问题;编码过程看不到提取类属

和属性,变成了简单的归纳总结;没有理论抽样与理论饱和检验,或存在误解和误用;没有

撰写备忘录或未能详述备忘录的作用等问题。 未来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扎根理论应用亟

须规范研究方法,并增强对该方法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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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传播学除了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汲取养分外,一直以来也在积极地尝试建构本

学科的理论。 扎根理论作为一种基于数据,有着明确原则和完备操作程序的质性研究方法论,为新

闻传播研究领域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有效路径。 西方学界最先将扎根理论应用到新闻传播研究中,并
逐步拓展应用的研究领域。 1993 年施赖尔在发表的题为 Records

 

as
 

Genre 的论文,是新闻传播第一篇

运用扎根理论的 SSCI 论文。[1] 1995 年,罗森等人将扎根理论运用到亲密伴侣关系的研究中,分析了

在约会中遭受暴力的女性如何终止关系[2] ;1997 年,米勒等人有关艾滋病患者与其护理者关系的文

章将扎根理论运用在健康传播研究中[3] 。
与 20 世纪 60—90 年代西方学界对扎根理论的发展、应用和热烈讨论不同,国内直到 1999 年才

由北京大学陈向明第一次介绍了扎根理论,中文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对扎根理论的应用更晚。 2004
年,王锡苓教授首次提出将扎根理论运用于传播研究,重点介绍了扎根理论的源起、理论基础和研究

程序。[4] 2010 年,牛静提出,扎根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基于我国现实国情,建构本土化新闻传播理

论。[5] 这两篇文章较早地介绍了扎根理论并倡导将其运用到新闻传播的研究中,但都停留在方法论

的引介层面,未进入实际运用。 直到 2010 年,《新闻与传播研究》刊发了雷蔚真的《信息传播技术采

纳在北京外来农民工城市融合过程中的作用探析》一文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应用扎根理论的文献

才逐渐出现。[6]

随着对研究方法的重视和对理论建构的追求,扎根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 截至 2021
年 1 月 30 日,在中国知网和 Web

 

of
 

Science 中英文数据库中以“扎根理论” ( grounded
 

theory)为主题

进行检索,分别得到 26633 和 25667 篇文献,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就新闻传播研究领域而言,虽



然一些研究针对目前国内新闻传播领域扎根理论的应用进行了分析[7-8] ,但是并未梳理出扎根理论

在中英文新闻传播中应用的现状,也并未反思其局限。 笔者通过对主要中英文新闻传播学术期刊所

发表论文的系统梳理,呈现该领域的研究脉络、研究热点、适用性和存在的问题,并尝试展望未来的

研究。

一、研究设计

根据中英文献数据库收录文献的代表性、完整性,本研究选取中国知网 CNKI 和英文 Web
 

of
 

Sci-
ence 作为文献检索数据库。 中文文献的检索方式是:首先根据南京大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综合评价

研究院发布 CSSCI(2019—2020 版)来源期刊及扩展版目录确定除出版类以外的 16 种新闻传播核心

期刊名单,然后在 CNKI 数据库中选择高级检索,设置全文为“扎根理论” ,文献来源为期刊名(精

确) ,依次对 16 种期刊进行同样操作,剔除新闻报道、会议通知等无效条目,最后得到 102 条有效

记录。
英文文献的检索方式为:首先根据 2020 年版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期刊引证报告) Communica-
tion(传播学)大类名单确定了 82 种新闻传播 SSCI 期刊,然后在 Web

 

of
 

Science 数据库中选择基本检

索,设置主题为“ grounded
 

theory” ,选择“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SSCI) —1900 年至今数据库” ,
时间跨度为所有年份(1900 ~ 2021) ,得到 25667 条记录。 接着在“ Web

 

of
 

Science 类别”中选择“ Com-
munication”大类精炼,共获得 609 条记录,再根据 82 份新闻传播 SSCI 期刊名单剔除不相关的期刊

(如 Communication
 

Edueation 等)以及新闻报道、书评、会议通知等无效条目,最后得到 505 篇有效文

章。 中英文文献检索截止日期均为 2021 年 1 月 30 日。
基于中英文数据库的检索,本研究首先使用统计软件和可视化软件 CiteSpace(5. 7. R3 版本)来

分析和展示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现状。 主要内容包括:①发表文章数量,对中英文每年发

表的论文数量和发文量排名前十的期刊进行统计分析;②研究主题,对中英文文献进行可视化,形成

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图谱。 随后,基于对中英文可视化图谱的对比分析和对相关论文的逐一研读,分
析目前新闻传播研究中扎根理论应用的适用性、研究热点和存在的问题。

二、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应用的基本情况

(一)中英文发文趋势和排名前十的期刊

从图 1 可以观察出中英文扎根理论与新闻传播学知识生产的大致演进脉络。 英文文献 1993 年

至 2005 年的 13 年间里每年发文量都在 10 篇以下。 自 2006 年以后,数量有所增长,尤其是在 2010
年以后,每年数量都超过了 20 篇,2014 年以后每年数量都超过了 30 篇。 这与新闻传播 SSCI 核心期

刊数量增加和学界对扎根理论的认识不断提高有关。 在 WOS 数据库检索中发现,从整个社会科学

研究领域发文量来看,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 Nursing(护理,2609 篇) 、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tion-
al

 

Health(公共环境职业卫生,2228 篇) 、Management(管理,1880 篇) 、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研

究,1855 篇) ,Communication(传播,609 篇)大类排在第 23 位,排名总体靠前。 相对来说,102 篇应用

扎根理论的中文文献在中文总发文量中的占比很小。 这说明中文新闻传播应用扎根理论的研究数

量还非常有限。 从发文趋势看,中文新闻传播研究中扎根理论运用在 2010—2014 年间零星可见,到
2015 年后快速增长,2020 年达到 33 篇之多。 这与国内其他学科中扎根理论运用的发展趋势类似,
在初始探索期后,随着该方法不断被研究者熟悉,运用的频次越来越多,随后是一个上升期。 只不过

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运用较其他学科在时间上稍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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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英文文献发文趋势

由表 1 中的统计数据可以进一步看出,英文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学术成果主要发表在

Health
 

Communication(49 篇) 、Public
 

Relations
 

Review(28 篇)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篇)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25 篇) 、New
 

Media
 

&
 

Society(22 篇)上,文献刊载

量均维持在 20 篇以上。 从这几本专业期刊可以看出,在英文文献中,扎根理论主要运用到健康传

播、公共关系、人际关系、新媒体等新闻传播学分支的研究中。 中文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

生产成果主要发表在《国际新闻界》 (23 篇) 、《现代传播》 (17 篇) 、《新闻界》 (16 篇) 、《新闻与传播

研究》 (12 篇) 、《新闻与传播评论》 (12 篇)上,文献刊载量均维持在 10 篇以上。 根据 CSSCI(2019—
2020 版)来源期刊及扩展版目录和学界共识,这五本期刊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都比较重视研究方法

的运用。 这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知识生产成果集中发表在新闻传播

学领域中具有较高权威性的学术期刊上。

表 1　 中英文文献发文量前十的期刊

序号 英文期刊 篇数 序号 中文期刊 篇数

1 Health
 

Communication 49 1 国际新闻界 23

2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28 2 现代传播 17

3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7 3 新闻界 16

4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5 4 新闻与传播研究 12

5 New
 

Media
 

&
 

Society 22 5 新闻与传播评论 12

6 Communication
 

Theory 18 6 当代传播 8

7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17 7 编辑之友 7

8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 8 全球传媒学刊 6

9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4 9 新闻记者 6

10 Rhetoric
 

Society
 

Quarterly 13 10 新闻大学 5

(二)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分析

1. 关键词共现分析

根据 CiteSpace 软件的特性以及对数据的初步统计,对于各项参数进行如下设置:①时间分割

“ Time
 

Slicing” ,CNKI 数据来源设置为 2010—2020,WOS 数据来源设置为 1993—2020;②时间切片

·91·徐开彬　 等: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 Years
 

Per
 

Slice” ,CNKI 数据来源设置为 1,WOS 数据来源设置为 2;③网络类型“ Node
 

Types” ,选取

“ term” (术语)及“ keyword” (关键词)进行分析;④阈值设置默认为 TopN = 50,也就是每年出现频率

最高的 50 个术语。 由于英文数据较多,对 WOS 数据来源的处理上在“ Pruning” (裁剪)选择了“ path-
finder”和“ pruning

 

sliced
 

networks” 。 通过以上设置,可将所有相关文献中出现频率在前 50 位,时间间

隔为 1 年(或 2 年)的主题词、关键词等文本进行可视化,形象地展现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

关键词、主题词等。 中文文献 N(节点数) = 391,英文文献 N(节点数) = 1313。 如图 2 所示,圆圈大

小代表该主题词析出频次。

图 2　 中英文扎根理论关键词共现图谱

将图 2 共现图谱数据结果导出,得到表 2。 表中频次代表主题词在相关文献中呈现的次数。 从

图 2 和表 2 来看,中文相关文献着重分布在扎根理论(19) 、社交媒体(5) 、社交媒体倦怠(4) 、新闻生

产(3) 、跨文化传播( 3) 等关键词。 英文扎根理论相关文献着重分布在 communication( 71) 、ground
 

theory(40) 、social
 

media(28) 、media(27) 、discourse(26)等关键词。

表 2　 中英文扎根理论研究高频次关键词排序

序号 关键词(中文) 频次 中介中心性 序号 关键词(英文) 频次 中介中心性

1 扎根理论 19 0. 13 1 communication 71 0. 25

2 社交媒体 5 0. 04 2 grounded
 

theory 40 0. 16

3 社交媒体倦怠 4 0 3 social
 

media 28 0. 04

4 新闻生产 3 0. 02 4 media 27 0. 05

5 跨文化传播 3 0 5 discourse 26 0. 2

6 影响因素 3 0 6 health 20 0. 1

7 社会阶层 2 0 7 information 19 0. 06

8 大数据时代 2 0. 04 8 perception 19 0. 13

9 研究方法 2 0 9 management 18 0. 05

10 新媒体 2 0. 01 10 identity 17 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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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词聚类分析

CiteSpace 通过算法将关系紧密的关键词进行聚类并给每个关键词赋值,同一聚类中值最大的成

为该类别的代表。[9] 通过聚类,可以深度挖掘并直观展现该领域的交叉方向和热点。 本文通过 LLR
算法进行聚类,分别得到中英文扎根理论研究的主题聚类(见图 3) 。 当聚类模块值( Q 值) >0. 3 意

味着聚类结构显著,聚类平均轮廓值( S 值) >0. 7 意味着聚类是令人信服的。 本研究的中文聚类图

谱 Q 值为 0. 904,S 值为 0. 8376;英文聚类图谱 Q 值为 0. 6005,S 值为 0. 8293。 根据聚类原理,中英

文扎根理论聚类图谱总体聚类效果较好。 但是,相较英文聚类,中文聚类之间交叉较少,关系不

紧密。

图 3　 中英文扎根理论关键词聚类

通过分类整理,得到中英文扎根理论主题词主要聚类序列表(见表 3) 。 中文主题词聚类为:扎
根理论、实证研究、消费者行为、跨文化传播、群体事件。 英文主题词聚类为:批判话语分析、危机传

播、扎根理论、信息技术、话语、社会支持、家庭组织。

表 3　 中英文扎根理论主题词聚类分布序列表

中文聚类

序号
聚类主题词 节点

平均

轮廓值

平均

年份

英文聚类

序号
聚类主题词 节点

平均

轮廓值

平均

年份

0 扎根理论 23 1 2017 1 批判话语分析 32 0. 794 2013

1 实证研究 12 0. 961 2018 2 危机传播 32 0. 669 2012

2 消费者行为 11 0. 976 2016 3 扎根理论 28 0. 885 2005

3 跨文化传播 6 1 2016 5 信息技术 27 0. 817 2011

13 群体事件 4 0. 969 2017 6 话语 27 0. 914 2004

8 社会支持 19 0. 821 2013

9 家庭组织 7 1 1995

　 　

通过对每一个聚类群的关键词进一步合并类属,表 4 与表 5 归纳出中英文扎根理论研究的重点

主题类属分布。 中文主题类属包括:消费者 / 用户线上行为、跨文化传播、群体事件、扎根理论方法。
英文主题类属包括:健康传播、家庭关系、组织传播 / 危机传播、社交媒体、新闻生产 / 报道。 这些类属

包含的主题词可以大致呈现出中英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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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中文扎根理论主题类属分布

主题类属 主题词类目节点

消费者 / 用户

线上行为

社交媒体倦怠;朋友圈中缀行为;不持续使用意愿;消费者在线行为;消费者生成广告;线上迁

移行为;用户行为;新媒体;社交媒体;虚拟社会资本;数字营销;微信公众平台等

跨文化传播 国际品牌;跨文化适应;海外网站;来华留学生;西游记;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文化适应等

群体事件 突发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演化;网络谣言;公共事件;感知风险;底层群体;演化影响等

扎根理论方法 实证研究;原创性研究;中观研究;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等

表 5　 英文扎根理论主题类属分布

主题类属 主题词类目节点

健康传播

以患者为中心的牙科咨询;牙医与患者的关系;医生;酒精;艾滋病毒和艾滋病;吸毒;心理失

调;风险行为;牙科恐惧症患者;发病;健康沟通;压力;饮酒;照顾者;健康传播护理;癌症;低
出生率;疾病;厌食;患者等

家庭关系
家庭沟通;家庭冲突;父母拒绝;离婚;家庭暴力;祖孙关系;男同性恋夫妇;对亲密关系的恐

惧;家庭;关系维持;成年期;童年;家庭仪式 / 婚礼;亲密伴侣暴力;单亲;虐待等

组织 / 危机传播

决策;团队;组织-员工关系;员工支持;利益相关者授权;组织一致性;目标;倾听;合作;员工

备份;跨部门关系;组织沟通;组织修辞;全球工作场所组织-员工关系;虚拟团队;危机应对;
虚拟团队领导冲突信息;危机沟通等

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媒体使用;手机;社交网络;网络;大数据;隐私;社交媒体上的信息共享;网络支持;
计算机中介沟通;智能手机;移动通信;暗网;移动互联网;微博;在线支持组等

新闻生产 / 报道
新闻质量;新闻标准;框架;新闻媒体;新闻个性化,培养理论;电视观众;广告;受众细分;注意

力;叙事;会话等

　 　

三、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适用性与研究热点

通过参考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图谱并对相关文献进行逐一研读发现,新闻传播学聚焦互动性和过

程性的特点与扎根理论的适用特点相一致。 扎根理论为新闻传播学科建构理论提供了有效路径,并
为新闻传播现象线上线下产生的各类数据提供了分析策略。 目前中英文文献主要将扎根理论应用

于传播互动、关系和心理 / 行为等研究中。
(一)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适用性

首先,扎根理论与新闻传播研究都关注过程和互动。 扎根理论的哲学基础是以人类群体生活和

行为为研究对象的符号互动论。[10] 它强调通过诠释人类互动来观察世界,用符号来赋予其意义或价

值[11] ,并揭示出研究现象背后的基本社会心理和结构过程。 它最适合于理解行动者在互动中构建

意义的过程,也适合于揭示个体如何理解和解释现实。[12] Charmaz 进一步解释,扎根理论适合于个体

心理机制、人际关系、个体和社会互动机制等研究。[13] 总体而言,当前大部分扎根理论应用的研究都

关注过程和互动。[14]

从中英文文献梳理发现,目前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将扎根理论应用于人们的经验生活,特别是个

体的变化、个体间的关系以及个体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的研究。 主要是以下三个方面:①传

播互动:包括个体间的沟通互动,如医生与患者、患者与其他人以及医生之间有关健康的传播互动;
个体 / 组织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例如跨文化适应与新闻生产 / 报道;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事件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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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和影响。 ②传播关系,如家庭人际关系和组织关系的建立、冲突、破裂、缓和、重建过程。 ③传播

心理 / 行为,如社交媒体倦怠、线上广告 / 交往 / 迁移 / 消极支持 / 培养偶像等过程的心理机制、影响因

素和后果等。 这些有关新闻传播过程、心理、行为、现象的研究都关注过程和互动,与扎根理论的适

用学科特点相一致。
其次,扎根理论为新闻传播学科建构理论提供了有效路径。 扎根理论的目的不是描述现实,而

是引出对社会行动者之间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和互动如何积极地构建对现实的新理解。[15] 因此,扎根

理论不应该被用来检验关于现实的假设,而是用来研究行动者如何解释现实。 正如 Martin 和 Turner
所观察到的,扎根理论最好是在没有明确的假设的情况下使用,或者当这些假设确实存在但太抽象

而无法用逻辑、演绎的方式进行检验的情况下使用。[16] 目前世界范围的新闻传播理论大多来源于社

会学、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立足本学科的理论还略显单薄,亟须扎根于新闻传播数据建构理论。 尤其

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很多前所未见的新现象,诸
如社交媒体倦怠、网络意见领袖社区迁移、数据新闻、在线社会支持等,这些新闻传播现象目前还缺

乏成熟的理论支撑或解释。 扎根理论适合针对新现象提出新的见解和建构新的理论,是一种“迭代

的、比较的、互动的和溯因的方法” [17] ,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性和概念性的理解,超越描述性研究,进
入解释性理论框架,是适合探索这些新现象和建构本学科理论的有效方法之一。

最后,扎根理论适用于对新闻传播现象产生的线上线下的各类数据的分析。 Turner 认为,虽然

扎根理论在处理社会的大规模结构特征(如人口统计学趋势或社会分层系统)方面用处有限,但它特

别适合于处理“从参与性观察中收集的那种定性数据” ,例如面对面的互动、结构化或半结构化访谈、
个案研究等。 通常,这些类型的研究过程会产生大量以非标准和不可预测的数据(如访谈资料、文
档、田野笔记、图像等) 。 扎根理论为研究者提供了筛选和分析这类材料的策略。[18]

从中英文文献看,访谈资料、视频、线上讨论、新闻网页、评论、图片等数据都可以运用扎根理论

进行分析。 比如简予繁对微博、微信、秒拍中的消费者进行深度访谈,建立了消费者在线生成广告行

为阻碍因素模型。[19] 汪雅倩以国内视频分享平台哔哩哔哩为例,运用扎根理论对用户进行半结构式

深度访谈和编码,发现视频博主对用户的影响不再停留在关注、评论等线上互动层面,而是通过虚拟

化社交带来的“可获得性期待” ,即通过对“博主同款”的线下模仿延伸到了对用户生活方式及消费

行为层面的影响。[20] 卡皮亚克·克莱弗等人对护理机构的护士和老年患者的言语与非言语交流的

视频进行分析,发现情感沟通可以增进老年患者和护士之间的关系,也能增进患者的幸福感。[21] 德

莱尼等人对糖尿病患者在线论坛的调查发现,糖尿病患者的不确定性来源于使用工具、经历并发症、
应对多种健康问题和提供护理四个方面,寻求信息和情感支持成为糖尿病患者的在线交流的主要目

标。[22] 阿比丁对澳大利亚、中国、日本和韩国在 2020 年 1 月至 5 月间发表的在线新闻进行扎根分析,
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中的新闻媒体如何报道新型冠状肺炎。[23] 罗恩等人运用扎根理论对发表在 Face-
book“以色列基层妇女争取和平对话”网页上的帖子和评论进行分析,发现社交媒体既可以使不同性

别和族裔的用户展开和平对话,同时也构成了一个公开表达敌意、仇恨和性别歧视的空间。[24]

(二)新闻传播研究扎根理论应用的热点

1. 传播互动研究

(1)健康传播。 英文文献中,扎根理论在健康传播领域的应用最为广泛。 这可能是因为扎根理

论起源于对医院中的病人死亡问题的研究,并且在护理学、公共卫生等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

Health
 

Communication 和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等期刊中发表的大量应用扎根理论

的健康传播文章重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传播互动过程。 ①医患沟通。 以患者为中心是目前医患沟

通的总体价值取向,大量研究关注如何有效提高医患沟通的成效。 例如,戈尔曼等人认为,年轻时被

诊断为乳腺癌的妇女通常会经历癌症和癌症治疗对其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负面影响,而医疗保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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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 healthcare
 

providers)并没有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他们对 29 名 40 岁以下被诊断为乳腺癌

的妇女进行了电话采访并用扎根理论进行主题分析,以此来探讨如何改善医患沟通。[25] 贝特曼等人

分析了医师性别与父母地位对医患沟通和儿科病人临终关怀的影响[26] 。 ②患者的传播行为。 面对

疾病和因疾病带来的诸多不确定,使得寻求信息和从交流中获得情感支持成为患者最主要的传播行

为。 例如,多诺万·基肯等人请 40 位癌症患者描述他们如何以及为什么与他人讨论他们的癌症,发
现关于癌症的描述和交流对他们特别有意义,因为他们觉得这是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并且由此缓

解了紧张情绪。[27] ③医生的传播行为。 对医生的传播过程研究主要是医疗团队之间的沟通和与患

者的沟通。 例如,莱德福德等人对实习期的住院医疗团队采取临终关怀沟通过程的研究发现,与有

经验的临终关怀医疗团队不同,住院医疗团队的沟通中存在更多模棱两可的情况。[28] 库里奇等人对

5 名牙医(3 名男性和 2 名女性)进行了 30 次半结构化访谈,分析以患者为中心的牙医是如何与牙科

恐惧症患者交流互动的。[29]

(2)跨文化适应。 跨文化适应(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是指个体在迁移到新的、不熟悉的或变

化的文化环境后,与该环境建立(或重建)并保持相对稳定、互惠和有效关系的过程。[30] 这既是个体

内部的心理过程,也是个体与外部环境传播互动的过程。 中文文献将扎根理论应用到对这一过程的

研究中。 例如,刘洪等人运用扎根理论研究了内地企业外派劳务人员的跨文化适应模式,研究发现,
该群体的跨文化适应主要基于业缘、屋缘和情缘,是一种强调公司、工程,忽视个体、文化的“拟态家

园” 。 虽然这种“拟态家园”减轻了外派员工的跨文化不适应感,但是客观上形成文化藩篱,不利于

异文化间的交流。[31] 徐文娟等人考察了中国企业海外网站的跨文化适应问题,通过对比分析中企美

国网站、中企本土网站和美企本土网站三类网站显示的文化价值内容后发现,中国企业海外网站跨

文化适应的程度有限,成功进行海外网站跨文化适应的中国企业不到半数,大多企业在个人主义、和
谐主义等维度未进行充分有效的文化调整。[32]

(3)新媒体环境下的群体事件。 过程性和互动性是群体事件的重要特点,新媒体的介入和渗透

使得这类事件演化的进路变得更加复杂。 宋之杰等人运用扎根理论提炼出新媒体环境下群体性突

发事件演化的影响因素,并结合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对这些因素进行定量分析。[33] 李春雷等人运

用扎根理论对江西南昌市“象湖事件”中当事各方的话语进行分析发现,民众在公共事件的话语表达

中呈现“去政治化”倾向,通过弱者式、悲情式、戏谑化的表达方式建构起规避抗争风险的话语表达路

径,由微博和微信、QQ 搭建起的媒介平台并非民意表达的最佳空间,反而成为加速事态演变、加剧社

会风险的“发酵池” 。[34] 运用同样的方法,李春雷等人还考察了 NC 市一起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公共事

件,发现谣言传播对公共事件的走向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公共事件中的谣言有着一套独特的传播

机制与演变逻辑。[35]

(4)新闻生产 / 报道。 新闻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内容生产 / 报道的影响因素、过程、后果是新

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民族志、内容分析、文本分析等方法都曾被应用到相关研究中。 世界各地的

研究者们也尝试应用扎根理论对这一过程进行探索。 例如,菲律宾学者图阿松等人探讨了新闻生产

中的创造性,他们通过对菲律宾新闻工作者的访谈,研究记者和编辑的新闻生产如何体现创造性的

过程。[36] 美国学者麦克恩蒂的扎根理论研究对来自美国各大报纸、广播和在线媒体公司的视觉编辑

和制作人进行访谈,研究他们如何编辑和展现战争中的女性。[37] 韩国学者林正子采用扎根理论对韩

国和美国电视网的数据新闻进行比较,发现韩国电视网的数据新闻突出社会问题、政治和生活方式,
常使用静态图和信息图;而美国电视网则突出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喜欢使用数字引述和静

态图。[38]

2. 传播关系研究

(1)家庭人际关系。 以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为主的英文期刊发表了大量家

·42· 　 2022 年第 1 期



庭人际关系扎根理论研究的文章。 包括:①伴侣关系。 伴侣间的关系包括异性 / 同性恋从恋爱、结
婚、离婚到再婚的过程。 例如,克里斯托弗等人对青少年追求和建立浪漫关系的研究发现,青少年的

浪漫角色扮演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些青少年对与浪漫伴侣交往感到不自在,他们通常依赖于发短

信,而不是与伴侣面对面的交流;另一些青少年则更擅长扮演浪漫角色,他们花时间与伴侣互动,分
享彼此的个人信息,并将浪漫关系定义为一种特殊的亲密关系。[39] 杰米森等人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揭

示恋爱和性关系的新模式。 通过对在校大学生和毕业生恋爱关系发展过程中留宿模式进行研究,发
现一些年轻伴侣每周在对方的家里住几个晚上,这种安排比起同居和结婚来说,是一种更舒适、方便

而不用承担形成持久关系风险的选择,它是休闲约会和做出正式承诺之间的权宜之计。[40] 韦弗等人

对再婚家庭中女性所扮演的母亲角色进行扎根研究,发现母亲的关键作用是充当继父和孩子之间的

纽带。 当子女与继父发生冲突时,母亲的保护行为表现为保护者、把关人、调解者和解释者四个方

面,这对重组家庭的融合以及家庭成员的幸福感都有重要的意义。[41] ②亲子关系。 沟通在家庭关系

中十分重要,然而现实中存在大量亲子沟通不畅的情况。 贝辛格等人研究了有子女在美国军队服役

的家长在线论坛上的交流,发现父母因不能和孩子在一起而感到烦恼和孤单,他们通过寻求支持、与
有类似经历的人交流、关注积极方面来应对压力。[42] 与父母与子女被迫分离不同的是,现实中也存

在很多成年子女自愿疏远父母的情况。 夏普对 52 个成年子女进行了叙事性访谈,分析了他们与父

母疏远的原因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交际行为,发现其年少时受虐待、缺乏教养、精神疾病、不支持行

为、毒品 / 酒精滥用等是成年子女疏远父母的主要原因,通过对减少有意义的接触、忽视角色的期望、
坚持负面情绪等交际行为的选择,成年子女保持与父母的距离。[43]

(2)组织关系。 组织是如何与内部和外部公众沟通的,存在哪些沟通不畅的问题,如何才能实现

有效的对话? 大量组织传播和危机传播领域的英文文献探讨了这一复杂过程。 例如,尼克森等人分

析了从大约 600 名阿联酋国民那里收集的两组关于领导话语和人际沟通的经验数据,发现海湾地区

特殊的社会背景决定了最有效的领导模式和组织沟通并不是多样性,而是使用特权的单一策略。[44]

宾利采用扎根理论的方法,从组织利益相关者的角度探讨什么是有效的组织道歉。 他们要求 100 名

参与者想象自己是一家在线零售商数据泄露的受害者,并写下他们希望从该组织得到的道歉。 他们

也要求另外一组 100 名参与者写下建议清单,说明该组织如何道歉才能有效。[45] 除上述主题外,社
区[46] 、非营利组织[47] 、虚拟团队[48] 等不同类型组织与外部公众的关系也是研究的热点。

3. 传播心理 / 行为研究

随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新闻传播学科对用户 / 消费者线上心理 / 行为的研究成为扎根理论应用

的热点。 中文文献尤其关注社交媒体倦怠,形成了包括朋友圈中缀行为、社交媒体不持续使用等方

面的研究。 例如熊慧和郭倩在以往学者基于扎根理论构建出微信倦怠及消极使用模型的基础上,提
炼出可能影响微信用户朋友圈中辍行为的因素有感知信息过载、隐私忧虑、上行社会比较。[49] 洪杰

文与段梦蓉运用扎根理论对朋友圈沉默人士访谈的研究发现,朋友圈自我呈现行为减少的原因主要

是朋友圈泛化下语境消解的焦虑、印象管理的疲惫和社交绑架的压力,这导致用户的自我认识模糊、
理性精神丧失,并由此产生孤独感和自我怀疑,从而不得不尝试通过“逃离”来缓解这种压迫感。[50]

此外,消费者线上迁移和交往行为也是分析的热点。 例如,沈阳和杨艳妮运用扎根理论对 20 位网络

意见领袖社区使用行为进行研究,从迁移态度、主观规范、迁移控制感知三个方面对迁移意向的影响

构建了网络意见领袖社区迁移影响因素模型。[51] 汪雅倩与杨莉明基于准社会交往理论,以视频分享

平台 B 站为例,研究用户产生准社会交往的影响因素及路径。 研究发现,相似性吸引、可接近性、有
用性、情感诉求及平等感知这五大因素共同影响用户的准社会交往。[52]

除了关注迁移、交往、分享、退出等线上行为外,英文文献还关注消极支持、培养偶像等线上行

为。 例如,哈斯等人运用扎根理论对厌食症追随者们在线上鼓励彼此变瘦行为进行分析,发现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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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们互相鼓励消极或有害的行为,接受“自我”或“他人”的负面信息而不加纠正,并共同构建一个

感情深厚的支持群体。 他们将线上的“弱关系”转变成“强关系” ,用来消除线下世界中的耻辱感。[53]

杨青等人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的方法探讨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新型关

系模式,发现在中国的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了一种新的偶像粉丝关系模式,粉丝们已经从单纯

的崇拜偶像发展到可以共同培养偶像,包括他们的公共形象、工作范围,甚至个人生活。[54]

四、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新闻传播研究在应用扎根理论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对扎根理论方法论存在误解和误

用,很多研究仅将扎根理论作为数据分析和编码的程序。 或者虽然在操作程序上使用了扎根理论,
但是存在诸多错误,如没有从数据中生成问题,编码变成了简单的归纳总结,将选择性抽样误认为理

论抽样等。
(一)仅将扎根理论当编码工具

扎根理论资料收集和分析是同时进行的,在资料收集的同时应进行编码分析和理论抽样。 但是

有的研究在深度访谈和随机访谈完成后,才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 例如有的论文声称:“运用扎

根理论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逐级编码。”这类研究只是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一次性的分析,扎根理论

仅作为编码的工具。 另一些文章在资料收集、分析等过程分别选择一种方法,扎根理论仅作为其中

的编码分析步骤。 例如有论文声称:“在资料收集阶段,运用了李维和和海斯里的‘自我激励’投射

法对受访者进行书面和深度访谈。 在数据分析阶段,选择了扎根理论对数据进行反复归纳、比较、分
类、总结。”扎根理论的目的是生成理论,其核心步骤包括理论抽样,数据收集与编码分析同步进行,
使用连续比较的方法,写备忘录阐明类属和属性。 这些研究中所进行的“归纳、比较、分类、总结”等

一系列简单的归纳编码操作,并非只是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普通的定性分析也可以这样进行。 还

有的文章声称“在采取扎根理论进行探索性分析时,一般通过初始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

程序” 。 其将“初始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当成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完全未提及扎根理论

所要求的数据收集与分析同步进行、理论抽样等重要程序,仅将扎根理论当成编码工具。
(二)未从数据中提出研究问题

数据收集与研究问题密切相关,研究问题指引着数据搜集的方法和方向。 扎根理论的研究者通

常在研究初期只有一个笼统的研究问题,研究问题会随着数据收集和分析逐渐聚焦,研究者事先并

不能假设性地提出非常具体的研究问题。 然而,目前不少研究事先设计好了非常具体的研究问题,
而这些研究问题主要来源于文献资料或者研究者的假设。 例如有的文章中描述“访问中的主要问题

来源于以上对现有文献的分析整理” 。 根据扎根理论的原则,问题应该来自理论建构的需要,不应该

被提前设计,也不应该是已有文献的演绎。 有的文章声称“来自社会文化、媒介环境以及体制机制等

三个层面的影响因素均被设计在问题中,邀请被访者就其进行开放式陈述” 。 这类文章的研究问题

被研究者事先确定,而非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显现。 研究变成了验证研究者的假设,而不是从研究对

象的视角出发,在与研究对象不断互动中形成。 那些研究对象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或者没有说出来

的内容可能被研究者预先设置的问题所忽略。
(三)编码过程看不到提取类属和属性,变成了简单的归纳总结

不同版本扎根理论的编码思路有所不同,格拉斯将编码分为实质性编码( substantive
 

coding)和理

论编码( theory
 

coding) ,其中实质性编码又分为开放性编码( open
 

coding)和选择性编码( selective
 

cod-
ing) 。 施特劳斯和科宾的程序化版本将编码分为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 axial

 

coding) 、选择性编码。
卡麦兹的建构主义版本提到了开放性编码、聚焦编码( focused

 

coding) 、主轴编码和理论编码。 目前

中英文新闻传播研究文献使用的几乎都是程序化版本的三级编码。 但是有的将编码当成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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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具,看不到将数据抽象化、概念化的过程;有的直接使用计算机软件,看不出类属和属性的提炼

过程。 例如不少文章的初始代码为“报纸” “杂志”之类的总结性名词,缺少行动的踪影,也看不到对

与资料中词语有关的概念进行分析。 有些文章的轴心编码没有建立类属间的各种联系,或者没有划

分主次类属,形成了诸如“经济因素” “信息因素” “喜好因素”等简单归类。 有些文章选择性编码的

核心类属是诸如“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这类理论性不强的简单归纳总结,既不能代表研究最重

要的主题,也无法将其他所有类属联系到一起并归于其下。
(四)没有理论抽样与理论饱和,或对它们存在误解和误用

扎根理论的理论抽样( theoretical
 

sampling)是为了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它既不同于进入现场前,
为寻找到相关资料进行的初始抽样,也不同于量化研究要求对所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特征的人口进行

的随机抽样。 它是指寻找和搜集相关的数据,来加工和完善研究中出现的类属。 具体来说,在编码

分析和撰写备忘录的分析过程中产生一些尝试性的类属,这些类属及其属性还未被清晰地定义,需
要搜集更多的数据来使类属饱和,这个策略就是理论抽样。 进行理论抽样会促使研究者搜集必要的

数据来填充漏洞,使类属饱和,它会告诉研究者在哪里、怎样能搜集到可以解释这些类属的数据。 理

论抽样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它使研究在数据搜集和分析之间不断往返。 然而,有的研究将理论抽

样与随机抽样混淆,例如:“首先对目标样本进行编码,采取随机抽取某一目标样本进行访谈,访谈后

将从编码框中去除,再进行随机抽样,到受访者数量达到第 31 位时,理论达到饱和状态。”文章采用

“再进行随机抽样”对目标样本进行访谈,这从根本上违背了理论抽样的原则。
扎根理论的类属饱和是指当搜集的数据不再能揭示核心类属新的属性时,类属就饱和了。 与看

到同样的事情或故事重复出现不一样,扎根理论的饱和不只是没有新资料再出现。 它还指数据充分

解释了类属及其属性和维度,包括变化形式和概念之间的关系。 它需要大量的备忘录写作和有意识

地填补资料中的断裂。 目前大部分文章中没有呈现理论饱和( theoretical
 

saturation)检验,只有少部分

文章做了相应的介绍。 例如有的文章描述“文章理论饱和度检验是从 15 个典型案例中随机选择两

个来检验” 。 这与扎根理论达到理论饱和的要求不符,扎根理论是要求类属在其属性和维度上基于

理论抽样在新的数据中逐步形成饱和,这类研究只是随机选取不同案例来对同一模式重复出现的

检验。
(五)没有撰写备忘录或未能详述备忘录的作用

撰写备忘录( Memo-writing)是扎根理论操作程序中的重要环节,从起始分析阶段开始,贯穿整个

研究过程。 它将分析向前推进,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与资料收集、编码、理论抽样同等重要。 不同于田

野笔记注重描述和对数据材料的记录,备忘录强调的是概念化和对概念的分析,它能够揭示哪些概

念需要进一步发展和提炼。 备忘录写作促使研究者专注于类属,对类属的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各个

层次进行探索,有助于引导进一步的资料收集和编码。 它不仅能激发和完善研究者的思考,还可以

通过比较数据和数据、数据和代码、代码和代码、代码和类属、类属和类属,发现分析中的漏洞,以不

断质疑的方式来推进研究。 备忘录写作在整个研究过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现有的绝大多数

文献都未提及撰写备忘录这一重要程序,少数文章即使提到了也仅有只言片语。

五、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应用的反思

总体而言,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领域的应用日趋丰富与多样,特别是 21 世纪以来,互联网

与社交媒体的发展丰富了线上线下的传播场景,前所未有的新闻传播现象和与之伴随的传播互动、
关系和心理 / 行为有待进一步的探索性研究。 另一方面,从新闻传播中英文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适
用性和问题同时存在。 新闻传播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应用有必要拓展研究领域、规范研究方法、增强

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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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拓展本土研究领域

横向比较中英文扎根理论研究现状,总体看来,英文文献研究主题多元,将这一方法广泛地运用

在健康传播、家庭关系、组织 / 危机传播、社交媒体、新闻生产 / 报道等传播互动、关系和心理 / 行为过

程研究中。 中文扎根理论研究虽然发展较快,但研究主题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用户 / 消费者线上行

为、跨文化传播、群体事件等方面,缺乏对特定传播场景的关注,尚待进一步细化和拓展。 从发文期

刊看,英文扎根理论研究成果分布在健康传播、公共关系、人际关系、新媒体等专门类别的期刊和其

他综合性期刊中;中文新闻传播学科的扎根理论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国际新闻界》 《现代传播》 《新闻

界》 《新闻与传播研究》 《新闻与传播评论》等少数几本期刊。 从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看,英文作者在学

科背景方面较为多元,除新闻传播学外,还有大量来自护理、公共管理、文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研究

者;中文该领域发文作者较多地来自新闻传播学、信息情报学、管理学等少数学科。 未来的本土研究

不但需要跟上急剧变化的信息技术变革,继续关注互联网技术带来的宏观社会结构和微观个体行为

模式的改变,还要拓展研究视野,针对各种场景中的传播现象和过程开展跨领域、跨学科的研究。
(二)亟须规范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的运用来看,大部分英文文献较为明确地指出使用哪一版本的扎根理论,并较为规

范地遵循基本的扎根理论原则和操作程序。 很多中文文献并未区分三个版本,并将扎根理论与其他

方法混用或只当成编码的工具。 尽管目前有研究者指出“可以在实际的运用过程中融会贯通,各取

所需,不必囿于单一的扎根理论流派和刻板的研究程序” 。[55] 但是依然有必要了解扎根理论不同版

本的基本原则、理论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符号互动论、实用主义、建构主义等理论渊源。 在具体的操

作程序上,要紧紧围绕生成理论这一根本目标,与其他方法区别开来,准确理解理论抽样、理论饱和

等相关概念,与其他方法中的概念区分开来。 最终使扎根理论能成为生成适用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实

质性理论( substantive
 

theory)或进一步发展为适合不同领域的形式理论( formal
 

theory)可参照和运用

的方法论之一。
(三)增强对扎根理论的批判性反思

新闻传播研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能够克服以往经验研究停留在描述阶段的缺陷,基于数据建构

本学科的理论,也可为思辨性的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 然而,无法忽视的是,扎根理论在得到广泛运

用的同时,也存在着自身局限性,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 虽然现在中英文新闻传播核心期刊上出

现了更多应用扎根理论的文章,但无论是在哲学立场、学术争论等学理层面,抑或不同版本、操作程

序等应用层面,都极少有研究者批判性地讨论该方法。 这种批判和反思的缺乏有可能阻碍许多希望

从事扎根理论研究的新手研究人员,甚至削弱扎根理论作为一种规范严谨的研究方法在新闻传播学

科中的地位。 因此,反思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树立对该方法论的批判精

神,在创新发展中推进该方法论的完善,有待学界进一步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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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nded
 

Theory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and
 

English
 

Communication
 

Journals

Xu
 

Kaibin,Ye
 

Chunli( Wuhan
 

University)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in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s
 

becoming
 

a-
bundant,

 

and
 

the
 

number
 

of
 

published
 

articles
 

is
 

increasing.
 

According
 

to
 

analysis
 

of
 

102
 

Chinese
 

and
 

505
 

English
 

articles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focus
 

on
 

interactivity
 

and
 

process
 

of
 

these
 

studies
 

is
 

generally
 

consistent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unded
 

theory.
 

The
 

English
 

litera-
ture

 

are
 

diverse
 

and
 

this
 

method
 

is
 

widely
 

used
 

in
 

the
 

research
 

of
 

communicativ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and
 

psychological / behavioral
 

process,
 

such
 

as
 

health
 

communication,
 

family
 

relations,
 

organization / crisis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news
 

production / reporting,
 

etc.
 

The
 

Chinese
 

literature
 

is
 

relatively
 

narrow,
 

mainly
 

focusing
 

on
 

user / consumer
 

online
 

behavior,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event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rounded
 

theory
 

in
 

the
 

field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including
 

mixing
 

grounded
 

theory
 

with
 

other
 

methods
 

or
 

just
 

using
 

it
 

as
 

a
 

coding
 

tool.
 

Research
 

questions
 

were
 

not
 

raised
 

from
 

the
 

data. The
 

extraction
 

of
 

categories
 

and
 

attributes
 

is
 

not
 

available
 

in
 

the
 

coding
 

process,
 

and
 

coding
 

becomes
 

simple
 

induction
 

and
 

summary.
 

Theoretical
 

sampling
 

and
 

theoret-
ical

 

saturation
 

are
 

not
 

mentioned,
 

misunderstood
 

and
 

misused,
 

and
 

fail
 

to
 

be
 

written
 

in
 

memos
 

or
 

elaborate
 

the
 

role
 

of
 

the
 

memos.
 

In
 

the
 

future,
 

the
 

application
 

of
 

grounded
 

theory
 

in
 

the
 

field
 

needs
 

to
 

overcome
 

the
 

misuse
 

of
 

the
 

research
 

method
 

and
 

enhance
 

critical
 

reflections
 

on
 

this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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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单位:徐开彬,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叶春丽(通讯作者)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玉溪师范学院

■责任编辑:汪晓清

·13·徐开彬　 等:扎根理论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