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赛克方法的隐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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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赛克方法是儿童研究中的重要方法，隐喻是认识和理解马赛克方法的重要方式。运用隐喻分析的方式对马赛克方法

进行解读。《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共有41个隐喻，这些隐喻的来源域包括自然事物、生活事物、人类行为活动三种类型，目

标域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过程三种类型。隐喻在克拉克建构马赛克方法理论体系中发挥了命名功能、认知功能与文

化功能。“融合多元方法、多重声音的研究方式”的本质统一于马赛克的意象之中，从而形成克拉克研究方法论的系统合理的证

成逻辑，也为我们思考当今教育问题提供了经典的证成思路。

关键词：马赛克方法；隐喻分析；儿童研究；倾听幼儿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1）09-0067-07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1. 09. 010

Metaphorical Analysis of Mosaic Approach
—Taking 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 The Mosaic Approach as an Example

MAO Le，YAN Chao-yun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Chengdu 610066，China）

Abstract：Mosaic approach is an important method in child study，metaphor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cognize and understand the mosa⁃
ic approach. Metaphor analysis is used to interpret the mosaic approach. There are a total of 41 metaphors in Listening to Young Chil⁃
dren–The Mosaic Approach. The source domain of these metaphors includes three types: natural things，living things and human be⁃
haviors and activities，whereas the target domain includes three types: research methods，research materials and research processes.
Metaphor plays the function of nomenclature，cognition and culture in the theory of Clark’s mosaic approach. The essence of“integrat⁃
ing multiple methods and multiple voices”is unified in the intention of mosaic，thus forming the systematic and reasonable justifica⁃
tion logic of Clark’s research methodology，and also providing us with the classic justification thinking for today’s education issues.
Key words: mosaic approach; metaphorical analysis; child study; 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

一、问题提出

“马赛克”在《英汉百科知识词典》中的解释

为“用玻璃、石块、瓷砖等各种颜色的小材料拼成

图案的装饰工艺，给人以一种强烈而又含蓄的远

距离效果”［1］671。马赛克的显著特点是远看是一

幅完整的图画，近看则是由不同的小块个体组

成，且每一个小块个体均是独立的、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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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马赛克元素被广泛应用于建筑、艺术、心理

学、文学等领域。“马赛克方法”（the Mosaic Ap-

proach），是艾莉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和彼得·

莫斯（Peter Moss）在1999年开展的“倾听幼儿”研

究中提出并应用的，试图解决“倾听言语能力有

限、表达方式与成人截然不同的5岁以下幼儿”的

难题，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倾听幼儿：马赛克

方法》（《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The Mosaic

Approach》），后来由其他人把马赛克方法应用到

更加广泛的主题上面。二十年来，不断发展的

“马赛克方法”在英国、挪威、丹麦、澳大利亚等国

家和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近年来，马赛克方法

在我国也开始逐渐生长起来。国外关于马赛克

方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教育、儿童权利、儿

童视角下的研究等方面，其中儿童视角下的研究

聚焦于幼儿园游戏空间、户外环境等方面。马赛

克方法在日托机构、学前机构、儿童中心的幼童、

残疾幼童等群体中均有应用。国内关于马赛克

的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教师马赛克文化［2-4］方

面。目前国内关于马赛克的教育研究还存在以

下一些不足：第一，研究内容还不太丰富，主要局

限在教师马赛克文化。第二，研究视角还不太多

元化。具体到学前教育领域，目前有关马赛克方

法的研究较少，仅有3篇论文对马赛克方法的起

源、实施步骤［5］、特点、价值［6］进行研究，主要是对

马赛克方法的介绍。隐喻是马赛克方法的重要

特点，也是揭示《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教育研

究方法思想的重要线索。梳理《倾听幼儿：马赛

克方法》中的隐喻，有利于更好地理解和把握马

赛克方法。此研究运用隐喻分析的视角对马赛

克方法进行深入解读，分析来源域与目标域，探

讨隐喻在马赛克方法开发、建构中的功能，进而

深刻掌握马赛克方法的特点与实施，并对马赛克

方法在学前教育研究中应用前景及局限性进行

反思。

二、《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隐喻的梳

理过程与方法

首先，系统阅读《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全

面把握马赛克方法的研究方法思想，初步感知其

隐喻语言。选择《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这本书

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第一，马赛克方法是艾莉

森·克拉克（Alison Clark）和彼得·莫斯（Peter

Moss）在1999年提出并应用的，其研究成果主要

反映在《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Listening to

Young Children：The Mosaic Approach》）这本书当

中；第二，这本书是第三版，在原有版次基础上吸

收了克拉克及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运用马赛克方

法开展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和经验，是马赛克方法

的集大成之作，囊括了马赛克方法开发、调整与

应用的成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其次，隐喻识别与整理。识别条件有以下三

点。第一，可以超越字面义来理解；第二，字面义

源于感知和文化经验领域（来源域）；第三，一般

被用来理解另一个抽象的领域（目标域）［7］。识别

的基础上提取教育隐喻文本并进行整理。

再次，隐喻统计与归类。统计原则遵循以下

三点。第一，相同的来源域表达多个研究方法思

想，则计多次。第二，不同的来源域表达相同的

研究方法思想，则计多次。第三，与马赛克方法

无关的隐喻，则不纳入统计。例如，把环境比作

“第三位教师”，这是属于瑞吉欧教育体系中的教

育隐喻。根据隐喻的来源域，将其分为自然事

物、生活事物、人类行为活动三种类型。结合语

境，根据隐喻的目标域，将其分为关于研究方法

的隐喻、关于研究资料的隐喻、关于研究过程的

隐喻，并进一步细化每类隐喻的主题。

最后，隐喻分析与反思。揭示马赛克方法基

于隐喻视角表达的研究方法思想及隐喻在其理

论建构中的功能，并总结马赛克方法在学前教育

研究中的应用前景与局限性。

三、马赛克方法的隐喻分析

（一）对隐喻源域的总体分析

通过对《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的隐喻进

行梳理，共发现41个教育隐喻，如表1所示。从来

源域来看，包括自然事物、生活事物、人类行为活

动三种类型。来源域为自然事物的隐喻仅有2

个。来源域为生活事物的隐喻占56%，包括“马赛

克”、“空白方块”、“万花筒”等。其中，以“马赛克”

及相关的“马赛克图案”、“马赛克碎片”等视觉隐

喻为主。来源域为人类行为活动的隐喻占39%，

包括“缝被子”、“筛沙子”、“跳出新舞蹈”等。其

中，借助生活事物类比研究方法思想的教育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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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多的，说明马赛克方法的创立者克拉克主要

通过捕捉生活事物与研究过程的相似性来表达研

究方法的认识与观点，自然类隐喻使用最少。
表1 《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教育隐喻的来源域

类型

自然事物

生活事物

人类行为
活动

来源域

结晶、墙上的苍蝇

马赛克图案、碎片（3）、马赛克
（13）、马赛克碎片（2）、空白方
块（2）、移动的马赛克、万花筒

儿童世界的图景、为他人代言、
倾听幼儿的声音、回应儿童的
声音、生动画卷、倾听身体语
言、成品、画卷（2）、图画、生动
图画、缝被子、看得见的倾听、
跳出新舞蹈、教学舞蹈、筛沙子

数量

2

23

16

百分比

5%

56%

39%

（二）对研究方法隐喻、研究资料隐喻、研究

过程隐喻的分析

从目标域来看，《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

的教育隐喻主要包括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研究

过程三种类型，如表2所示。其中，关于“研究资

料”的隐喻最多，占比68%，关于“研究过程”的隐

喻最少，仅占10%。下面从教育隐喻的角度、来源

域、目标域、隐喻数量和所占百分比五方面对隐

喻进行具体分析。
表2 《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教育隐喻的目标域

隐喻类型

研究方法

研究资料

研究过程

数量

9

28

4

百分比

22%

68%

10%

1.关于研究方法的隐喻

关于研究方法的隐喻，共发现9个，包括马

赛克方法的优点与缺点，如表3所示。通过“筛

沙子”的隐喻，主要指出马赛克方法“高时间成

本”的缺点，由于马赛克方法包含多种研究工

具，而分析每一种研究工具都需要投入大量时

间，好像“筛沙子”一样，强调马赛克方法的时间

成本较高，需要研究者在分析研究资料过程中

有极大的耐心。通过一系列的诸如“缝被子”、

“为他人代言”、“空白方块”等隐喻建构了马赛

克方法的优点。“看得见的倾听”的隐喻，主要论

述了儿童制作地图等可视化方法在马赛克方法

中的应用，即由儿童参与者创造可视化材料，从

而使得难以用言语表达的幼儿也可以表达自己

的观点与看法，拓展了儿童研究的研究对象。

“缝被子”的隐喻，凸显了马赛克方法“多样性”

的优点，主要阐释了马赛克方法是混合多种研

究方法的研究方式，和缝制被子有共同之处，正

如缝被子是把具有不同纹理、图案的布块缝制

到一起，马赛克方法是融多种方法于一体。“回

应儿童的声音”的听觉隐喻，主要指出了马赛克

方法“实践性”的优点，强调最终目标要促进教

育实践的改进，在第三阶段需要根据儿童视角

对现状进行调整，即保留儿童认可的，改进儿童

不认可的。“为他人代言”的隐喻，主要阐述了马

赛克方法“儿童视角”的优点，基于儿童视角搜

集研究资料，强调以儿童视角看待儿童世界，而

不是以成人视角看待儿童世界。研究者的角色

不是为儿童代言，而是为儿童发出自己的声音

提供环境与支持。“空白方块”的隐喻，体现了马

赛克方法“开放性”的优点。把那些可能被添加

进来的研究工具比作“空白方块”，“空白方块”

也是马赛克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马赛克

方法的研究工具不是固定不变的，可以把新的

倾听幼儿以及其他参与者的方式添加进来。研

究者能够根据研究情境进行灵活调整，不必受

马赛克方法的既定体系的束缚与限制。研究者

需要处理好马赛克运用与发展的关系，研究者

可能既是马赛克方法的运用者，同时也是马赛

克方法的发展者。
表3 《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关于研究方法的隐喻

创作角度

马赛克方法的缺点

马赛克方法的优点

来源域

筛沙子

看得见的倾听；缝被子；倾听

身体语言、倾听幼儿的声音、

为他人代言；回应儿童的声

音；空白方块（2）

目标域

分析每一种研究工具都要消耗大量时间；

可视化的研究工具；多样性，融合多种研究

方法；参与式的特点，儿童参与研究；实践

性，最终要促进实践改进；开放性，可能增加

新的研究工具

数量

1

8

百分比

11%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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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研究资料的隐喻

关于研究资料的隐喻，共发现28个，包括部

分研究资料、整体研究资料、研究资料整合三个

方面，如表4所示。通过一系列的诸如“马赛克图

案”、“成品”、“碎片”、“马赛克碎片”等隐喻建构

了研究资料片段。“碎片”的隐喻，主要论述了每

一个研究工具都提供了一个资料片段，成为儿童

信息的组成部分。通过“画卷”、“图景”、“图画”

等一系列视觉隐喻建构全部研究资料。通过“生

动画卷”的隐喻，把儿童生活的全部研究资料比

作“生动画卷”，主要揭示了马赛克方法是传统的

研究工具与参与性的研究工具的结合，能够很好

地揭示儿童生活经验的复杂性。“图景”的隐喻，

把儿童的全部研究资料比喻成一个完整的图景

的话，那么每一种研究工具所获取的研究资料就

成为了“不同颜色的小块玻璃”，这个隐喻主要强

调儿童世界的全部研究资料是由不同视角的研

究工具建构而成的，指出了马赛克方法的运用会

产生大量研究资料。“移动的马赛克”、“万花筒”

的隐喻，主要强调研究资料的整合。“移动的马赛

克”的隐喻，主要指出马赛克的小方块之间不是

固定不动的，而是可以移动的，强调对有关参与

者的全部资料片段进行整合分析。“万花筒”的隐

喻，主要指出马赛克的动态性。正如万花筒不断

地转会出现不同的图案，研究者要重新组织那些

不断变化的信息部分的排列方式，即强调对不同

研究资料片段的整合。

表4 《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关于研究资料的隐喻

创作角度

部分研究资料

整体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的整合性

来源域

马赛克图案、成品、马赛克；碎片、马赛克；

马赛克（8）、马赛克碎片（2）、碎片（2）；

图画、生动图画；生动画卷、马赛克、画卷

（2）；图景、马赛克（2）；

移动的马赛克、万花筒

目标域

儿童视角的研究资料；

成人视角的研究资料；

部分研究资料；

儿童托儿所的全部研究资料；儿童生活的

全部研究资料；儿童世界的全部研究资料；

研究资料的整合

数量

17

9

2

百分比

61%

32%

7%

3.关于研究过程的隐喻

关于研究过程的隐喻，共发现4个，包括交

流模式、研究者角色、研究方向三个方面，如表5

所示。通过“结晶”的隐喻，主要强调在研究过

程中要注重多角度分析儿童世界，形成对儿童

世界的全面完整认识，从而揭示儿童生活经验

的复杂性。通过“墙上的苍蝇”的隐喻，主要阐

述了研究过程中研究者的角色是积极主动的，

而非置身事外的旁观者、局外人。马赛克方法

应用过程中，研究者并非是不声不响地进行观

察的“旁观者”，儿童也并非是“无声的研究对

象”，研究者与儿童之间可以积极对话，通过多

种多样的方式进行交流。“跳出新舞蹈”的隐喻，

把计划之外的研究方向比作“跳出新舞蹈”，主

要揭示了马赛克方法中运用“即兴教学”获取儿

童观点的过程中，由于追随儿童脚步可能会把

研究带到意料之外的方向，这也正体现了马赛

克方法中儿童积极参与的特点，把幼儿看作他

们自己生活的专家和主体。

表5 《倾听幼儿：马赛克方法》中关于研究过程的隐喻

创作角度

采用不同交
流模式

研究者角色

研究方向

来源域

结晶

墙上的苍蝇

跳出新舞蹈、
教学舞蹈

目标域

多角度看待儿童世界

研究者不是置身事外
的旁观者

把研究带到预料之外
的研究方向

数量

1

1

2

四、马赛克方法中隐喻的功能

（一）隐喻的命名功能

马赛克方法的命名与马赛克图案有关。克

拉克在去学校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参观了英格兰

的费舍鲍尔宫（Fishboure Palace）。站在近处，参

观者观看马赛克图案可以发现组成图案的大量

碎片，而参观者退后才能理解整幅图画。马赛克

方法与建筑的马赛克图案有共同之处，因此克拉

克将其研究团队开发的研究方法命名为马赛克

方法。马赛克方法运用多元方法来获取儿童生

活的各种细节，每种方法获得的细节又构成儿童

70



总37卷 毛 乐，鄢超云：马赛克方法的隐喻分析

生活的一个片段。将多样的片段汇总到一起，才

能勾勒出个人、群体或组织的丰满图像［8］31-32。马

赛克方法并非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融合

了多种研究方法的研究方式，不仅包括传统的研

究方法，而且包括参与式的、可视化的方法。正

如不同色彩的图片构成了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图

案，儿童研究的多种方法构成了“方法的马赛克

拼盘”，形成对某个儿童观点的“信息的马赛

克”。研究者通过自主摄影、儿童之旅、地图制

作、图片选择、魔法毯等多种研究工具获取儿童

观点，每一种研究工具获取的信息都形成一片

“马赛克”，多片“马赛克”放在一起构成了有关儿

童及看法的完整图画。

冯志伟认为术语的命名应当符合科学性、

理据性、简明性、系统性等原则［9］32-41。其中，理

据性是指术语能够做到望文生义、顾名思义。

以隐喻方式命名的“马赛克方法”术语能较好地

体现这一点。隐喻的创造离不开创造者对“源

域”和“目标域”的相似性的把握［10］58。莱考夫和

约翰逊也明确指出隐喻的本质是“通过一个事

物理解和经历另一事物”［11］4-7。克拉克正是认识

到了“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与马赛克

图案的相似性，因此基于两者的相似性进行命

名。与直白的“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

相比，视觉隐喻的“马赛克方法”在表达和视觉

上更有冲击力，能够减少教育受众的认知负荷，

更容易促进教育受众的认知与记忆，也符合语

言使用的效率原则。克拉克巧妙地将隐喻运用

于研究方式的命名中，赋予了研究方式更深刻

的含义。因此，探讨马赛克方法命名背后的隐

喻意义及作用，对理解和把握马赛克方法的研

究过程、研究伦理具有重要作用。“马赛克方法”

这一隐喻型教育学术语，充分体现了命名者克

拉克的思维智慧。其一，从隐喻的角度来看，这

种隐喻型命名体现了“马赛克方法”的多样化的

特点。其二，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这种隐喻型

命名，不仅有利于拓展马赛克方法的传播范围，

而且易于提升马赛克方法的传播速度，还有利

于儿童研究工作者等传播主体进行宣传推广。

借助隐喻的命名功能对某一理论进行概括提

炼，不仅存在于西方学者的视域中，而且也存在

于我国学者视域。比如，阎嘉将“走向21世纪的

西方文学理论”命名为“马赛克主义”，也是借助

了隐喻的命名功能。在他看来，21世纪的西方

文学理论对同样问题的看法是多元化的，呈现

出“拼贴”的感觉，呈现出五花八门的“马赛克”

面貌［12］4。

（二）隐喻的认知功能

隐喻作为认识教育的基本方式，在教育理

论与著作中广泛存在。西方对隐喻的研究历

史悠久，从亚里士多德开始至今已有两千多

年。柏拉图的“洞穴隐喻”［13］、夸美纽斯的“种

子隐喻”［14］、杜威的“生长隐喻”［15］，在他们教育

理论建构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其教育

学理论体系中居于基础地位。隐喻在马赛克

方法的认识和理解中也发挥着重要认知功能，

大大降低了儿童研究工作者的认知成本。形

象生动的隐喻，体现了马赛克方法思想的鲜活

性与感染力。克拉克通过马赛克图案来理解

和体验“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马

赛克图案是欧洲人民所熟悉常见的建筑装饰

艺术，运用马赛克图案这一具体、熟悉、常见的

事物来阐述“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

这一抽象、不太熟悉的事物，从而实现来源域

到目标域的映射。其一，隐喻有利于促进我们

对“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的理解，进

而促使儿童研究工作者把握实施要点与注意

事项。“马赛克”及相关的“空白方块”、“马赛克

碎片”等一系列隐喻对研究资料、研究工具、研

究方法、研究过程、研究者角色等问题进行系

统论述，拓展了我们对马赛克方法的认识，推

动了研究方法理论的发展。其二，隐喻有助于

我们理解马赛克方法的开发与生成。“空白方

块”的隐喻，充分体现了马赛克方法研究工具

的开放性。方法旨趣与形态方面的“马赛克”

局面，可能不仅仅是当下儿童研究方法的实际

状况，大概也是今后相当长的时间段里理论演

进的基本趋势。其三，隐喻体现了马赛克方法

背后所蕴含的儿童观。儿童是独立、独特的主

体，应当倾听儿童的声音，重视儿童的看法和

经验，从而打破儿童在儿童研究、早期儿童服

务领域的“失语”状态［16］4。促使儿童在关乎自

身事务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使不同年龄儿童

的声音都有机会得到聆听和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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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隐喻的文化功能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与文化有密切关

系。语言能映射一个民族的文化，文化是语言

赖以生存的根据［17］185。隐喻作为一种语言现

象，往往能够反映其言说者的文化背景。“马赛

克”一词源于建筑学术语，克拉克创立的马赛

克方法中隐喻正深刻反映了风靡欧洲的镶嵌

艺术。西方镶嵌工艺历史悠久，从古希腊到古

罗马，马赛克应用非常普遍。拜占庭帝国时期

的马赛克艺术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新高度。19

世纪末20世纪初，西班牙的著名建筑师高迪将

马赛克镶嵌工艺大量地运用到建筑中，从而开

启了现代镶嵌艺术的新篇章［18］。因此，在参观

以马赛克图案著称的英格兰的费舍鲍尔宫时，

马赛克图案的丰富意象给予克拉克灵感与启

发，从而为“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的

概念化、理论化提供了原型。基于马赛克意象

的再想象，觉察到了二者的相似性，在马赛克

图案与“融多种方法于一体的研究方式”之间

建立联结，他借助熟悉的文化元素进行儿童研

究方法的理论建构与阐述。马赛克隐喻作为

一种文化现象，是克拉克作为言说者在欧洲文

化背景下对内心精神世界的独特表达。“马赛

克”、“马赛克图案”、“空白方块”等隐喻词汇，

作为心灵感受的直接表达，不仅传达了语词概

念以外的文化信息，而且体现了克拉克个人深

厚的文化素养，还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欧洲

文化的特色。这表明隐喻在宣传欧洲当地文

化方面也具有重要作用。此外，马赛克方法中

隐喻的使用是以欧洲文化背景为前提的，有利

于听众和读者能够理解它［19］172，一定程度上也

促进了马赛克方法在英国、挪威、丹麦等欧洲

国家的广泛传播。

五、、反思

（一）隐喻分析法的反思

基于隐喻分析的方法，此研究对马赛克方法

中的隐喻作了系统梳理。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

是，隐喻所表征的是马赛克方法的主要特点，但

不是其特点的全部。隐喻在凸显马赛克方法的

一部分特点的同时，也遮蔽了其他特点。对马赛

克方法的隐喻进行分析时，需要结合其产生背景

及发展、实践应用、研究对象的特殊性等方面进

行分析与诠释，从而深刻揭示马赛克方法在教育

研究中的价值及应用。重视跨文化信息的了解，

培养对跨文化差异的敏感性，也有助于提升对跨

文化隐喻的理解［20］。另外，隐喻识别是隐喻分析

的重要前提。此研究主要对马赛克方法著作中

的隐喻进行梳理与分析，未来可以对有关马赛克

方法的学术论文、学术报告中的隐喻进行研究。

最后，可以将研究者对教育研究方法理论中隐喻

的分析结果应用到教师教育中。借助隐喻来传

播教育研究方法思想，有利于增进教育受众对教

育研究方法与方法论的理解，从而提高课堂教学

效果。

（二）马赛克方法的展望及局限性

马赛克方法的应用，给学前教育研究也带

来一些启发。第一，从研究理念角度来看，强

调儿童视角的多渠道倾听，为儿童参与教育研

究提供了可能。促使研究者关注儿童视角、儿

童立场与儿童观点，从而还原出生动、有能力

的儿童形象。第二，从研究方式来看，马赛克

方法融合了多种研究方法。一方面，为幼儿表

达自己观点提供了多种途径。另一方面，为研

究者了解儿童世界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整全性

地把握儿童教育问题。第三，从研究资料获取

的角度来看，促使研究者获取了丰富的研究数

据与资料。通过多种研究工具获取的不同信

息，都分别构成了马赛克信息拼盘中的一块，

为刻画儿童生活世界提供丰富素材。与此同

时，马赛克方法在学前教育研究中的应用也应

关注其局限性。第一，马赛克方法的运用对研

究者的要求较高。由于马赛克方法是多元化

的方法，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多种研究方法及

其适用范围。马赛克方法在不同国别、不同文

化背景下进行运用，需要研究者对马赛克方法

进行发展与调整以适应特定背景下的研究，而

不能单纯以研究者的知识框架对其进行切割，

避免意义解读中的“中心—边缘”权力结构。

第二，马赛克方法的运用需注意遵循儿童研究

伦理，伦理问题贯穿于研究的整个过程。不仅

存在于研究的准备和实施阶段，而且也存在于

研究过程中的选择里。第三，运用马赛克方法

的时间成本较高，研究周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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