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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领域质性研究中照片启发访谈法的研究进展

刘双,周晨曦

摘要:介绍照片启发访谈法的概念、方法学基础、访谈类型和实施步骤,综述照片启发访谈法在卫生健康领域中的应用进展,并对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优势和局限性进行分析总结,旨在为照片启发访谈法在我国的本土化应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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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性研究中,研究对象表述的精准性以及研究者

理解的准确性对研究结论起至关重要作用。近年来,
国内外学者将照片启发访谈法(Photo-Elicitation

 

In-
terviews,

 

PEIs)引入卫生健康领域,有效挖掘传统

质性研究方法所无法获取的深层次信息,提高了质

性研究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发现。照片启发访谈法通过照片进行访谈,激发研

究对象的回忆和表达,探究其主观经验和文化内涵。
此方法最初由Collier[1]提出,近年来逐渐被各国的

研究者广泛应用于社会学[2-4]、教育学[5-6]、商业[7]和

卫生健康[8-9]等领域。如何精准理解特殊人群的疾

病现象和疾病体验对精准满足人民的卫生健康服务

需求至关重要。研究发现,照片启发访谈法作为研

究方法论中的一种新工具,可以改变访谈的基调,促
进研究对象的情感链接与记忆,对现象和体验类研

究提供更有意义的描述[10],这对提升卫生健康领域

相关研究质量有重要价值。目前,照片启发访谈法

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仅见个别研究报道[11]。本研

究对照片启发访谈法的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在卫生

健康领域中的应用现状、优势与局限性进行系统分

析与总结,以期为照片启发访谈法在我国卫生健康

领域中的本土化应用提供参考。

1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方法学基础
图像学相关理论强调,照片不仅是客观事实的反

映,更包含丰富的象征意义,引发情感联结等[12]。首

先,照片使研究对象能够表达仅靠文字可能无法表达

的经历;其次,照片有助于将访谈聚焦在具体可见的

事物上;第三,照片有助于激发关于背景的对话,因为

照片涉及的是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个地方;第四,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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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了拍摄者的某些价值观,因为必须对拍摄什么照

片、何时何地拍摄照片做出决定和判断;最后,照片可

唤醒研究对象对于照片拍摄场所的感知和表达,进一

步加深对其体验、情感的理解。照片是鼓励和表达思

考的手段,有助于保持对话,并代表拍摄者的价值观、
决定和判断。照片启发访谈法通过在访谈中插入照

片,以协助研究对象提取记忆和信息,引发研究对象

反思和表达,从而加深访谈深度。

2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访谈类型
根据访谈结构不同,照片启发访谈法可分为3种

访谈类型[13]。①研究对象主导的开放式访谈:研究

对象被要求提供他们认为与研究内容相关的任何照

片,访谈时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提供一系列围绕研究主

题相关的通用的开放式引导问题来开始访谈对话,问
题本身并不决定访谈的性质,而是这些照片决定了访

谈的内容和进程,访谈过程的控制权尽可能地留给研

究对象。②研究对象主导的半结构化访谈:研究者有

意向的研究问题,但访谈的灵活性允许意外主题出

现。研究对象了解研究问题后提供与研究问题相关

的照片,研究者可能仍会使用一些广泛的开放性问

题,但访谈内容将不再那么发散。③研究者主导的结

构化访谈:研究者提供他们认为能够代表研究现象的

访谈照片并决定访谈内容,并将这些照片用作促进讨

论的刺激物。从方法学上来说,虽然这不具有开放

性,但由于照片是在访谈相关内容背景下拍摄产生

的,它仍然可能产生丰富而有趣的访谈数据和信息。
具体采用何种访谈形式,需要跟研究主题相匹配。如

那些寻求使用解释现象学分析的研究,不太可能采用

研究者主导的访谈形式,因为所选照片不能代表研究

对象自己的经历。

3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实施步骤

Bates等[13]对照片启发访谈法的实施步骤做了

非常明确具体的阐述,主要包括以下6个步骤。
3.1 认知决策 在开始研究之前,研究者必须确定

所要研究现象的性质、研究对象应该在多大程度上选

择自己的照片以及研究对象在讨论过程中扮演什么

角色。如在传统的实证主义假设研究中,照片只是研

究者主导的结构化访谈工具,研究结果以研究者主导

的方式进行分析。相反,在社会建构主义假设研究

中,研究过程应该更多地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推动和

理解,照片的选择应该由研究对象主导,访谈形式应

该在很大程度上是非结构化的,以使研究对象的故事

和经历不被研究者预先假定的设想所影响。如研究

者想要了解学生在回答问题时所借鉴的各种经验,这
意味着要欣赏和理解他们的个人经历、关注潜在的解

释。研究者采取研究对象主导的访谈形式,要求学生

携带代表他们经历的照片,并通过照片与研究者交

谈。

3.2 访谈前介绍 如果研究者选择进行研究对象主

导的照片启发,则要进行2次访谈前介绍。第1次要

向研究对象介绍照片的收集、研究的主要目的、研究

涉及的伦理问题和获得知情同意。经过一段时间收

集照片后,研究对象将被要求携带照片回来参加第2
次访谈前介绍,研究者要更全面地说明研究的目的、
伦理保证和商量下一次访谈时间。如果研究者希望

进行更结构化的访谈,由研究者自己选择照片,则只

需要进行1次访谈前介绍。上述示例研究中,第1次

访谈前介绍,研究者让研究对象收集代表或反映他们

学生经历的照片,他们没有被给予应该考虑的特定照

片,研究者让研究对象选择对他们自己作为学生的经

历来说最重要的照片,同时告知他们照片内容必须合

法,不能侵犯他人隐私,以及照片可能的使用范围,并
获得研究对象的同意。第2次访谈前介绍,研究者向

研究对象更全面地说明研究目的和伦理保证。
3.3 收集照片 在初步向研究对象介绍情况后,研
究者应留出足够的时间让研究对象收集和整理他们

的照片,既可以是过去已经拍摄的照片,也可以拍摄

新照片来代表当前的现象,后者通常需要较长的时

间,因此应在研究过程中适当应用。上述示例研究

中,研究对象被要求收集新的或现有的照片(5~10
张照片),并有约2周的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取决于

能否找到双方都方便的采访日期和时间)。研究者决

定要求研究对象提供现有照片,而不是仅拍摄新照

片,是因为学生对当前大学经历的描述受到他们过去

的经历和事件的影响,而研究过程施加的时间限制可

能会将学生的重点转移到现在,而不是更多地利用既

往的大学经历。
3.4 正式访谈 访谈过程取决于研究者选择的访谈

形式以及收集的照片性质。在研究对象主导的开放

式访谈中,研究者向研究对象提供一系列通用的开放

式引导问题来开始访谈对话,问题本身并不决定讨论

的性质,而是这些照片决定了访谈内容和访谈原因,
访谈过程的控制权尽可能地留给研究对象。在研究

对象主导的半结构化访谈中,研究者有意向地访谈主

题,但也允许出现意想不到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
研究对象可能会得到一些跟研究主题相关的子主题

的指导,因此访谈结构是松散的。研究者可能仍会使

用一些更广泛的开放性问题,但照片的内容将不会那

么发散。在研究者主导的访谈中,研究者将展示他们

之前选择的照片来确定访谈的方向,照片在访谈过程

中只是被用作刺激。需要注意的是,访谈中需要创建

安全、自在的氛围,避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权力

关系的紧张。上述示例研究中,研究者采用了研究对

象主导的开放式访谈,访谈提纲如下:请您谈谈这些

照片并解释一下您选择它们的原因。您认为这些内

容如何体现您的大学经历? 为什么X(在照片中描绘

某物)是您作为这里的学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关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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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经历,还有什么未在此描述的您想讨论的吗?
3.5 分析资料 在照片启发访谈法中,照片只是作

为访谈的媒介,研究对象在访谈中通过选择和解释照

片的过程产生大量的文字数据。采用质性研究的方

法分析这些文字数据,如内容分析[14]、主题分析[15]、
话语分析[16]、叙事分析[17]和解释现象学分析[18]等。
虽然每种数据分析方法本质上各不相同,但每种分析

方法都适合不同形式的照片启发访谈。
3.6 结果传播 研究者应向研究对象详细说明研究

结果传播计划和使用照片的策略。如研究对象的照

片只能在访谈中用作帮助收集数据的工具,或可能希

望将照片包含在传播结果的出版物或会议演示中。
除了研究对象对访谈本身的同意之外,还应征求他们

对照片的使用和结果传播的知情同意。

4 照片启发访谈法在健康研究领域中的应用

4.1 敏感或深度主题类质性研究 基于某些敏感性

研究对象真实体验的价值识别和问题发现弥足珍贵,
却是研究者很难洞察的。照片启发访谈法可以帮助

研究者透过研究对象的视野,观察研究对象的内心,
即了解其沉浸式体验,获得全面、深入的认知。Ren-
shaw等[19]采用照片启发访谈法探索女性乳房切除

术后的经历以及对乳房重建相关治疗决策的反思研

究中,研究对象可以自由选择他们认为有助于说明和

解释其乳房切除经历的任何照片,并用以下问题访谈

研究对象:①您为什么选择这张照片? ②这张照片如

何代表了您的乳房切除术经历? ③拍摄这张照片时

您的感受如何? ④现在回头看这张照片您的感觉如

何? ⑤关于这张照片和您的乳房切除术经历,您还有

什么觉得有必要说的吗? 最后采用解释性现象学分

析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得出3个主题,即乳房切除术

前的生活、我不知道我是否从一开始就理解了整个过

程和恢复正常。Che
 

Ya等[20]为探索乳腺癌患者性功

能障碍的应对策略,对14例研究对象采用照片启发

访谈结合主题分析,剖析出寻求正式的医疗保健建

议、改变自己的外表、与配偶积极讨论以及其他乳腺

癌幸存者的支持来积极寻找解决方案4个主题。
此外,照片启发访谈法通过研究对象拍摄和解读

照片阐述自己的观点,研究者则在理解照片和文本含

义的基础上,深度挖掘患者的患病或其他体验等。
Nettleton等[21]使用照片启发访谈深入了解1型糖尿

病成年人的个人应对经历,研究对象被要求从1周内

拍摄的最能代表他们应对1型糖尿病日常经历的照

片中选择6~7张。随后,研究者利用照片以促进讨

论并指导半结构化访谈“您能告诉我一些您患有1型

糖尿病的背景吗?”“这张照片如何代表您的应对经

历?”,使用主题分析,研究对象将1型糖尿病描述为

一种无情的疾病,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围

绕一系列应对策略进行了讨论,如使用警报和提醒、

人际关系、支持性医疗服务、糖尿病技术和身心平衡。
为深入了解癌症对年轻人从诊断到姑息治疗阶段的

整个癌 症 疾 病 轨 迹 中 的 职 业 角 色 的 影 响,Wallis
等[22]使用纵向案例研究设计,在3年多的时间,分别

在年轻癌症患者刚确诊癌症阶段、放/化疗阶段、手术

治疗阶段、随访阶段进行照片启发访谈,提供了关于

年轻癌症患者职业适应相关知识,以及沿着疾病轨迹

生活的年轻癌症患者的职业角色认同和参与的重建。
4.2 以儿童和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 利用

照片启发访谈法开展以儿童和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

质性研究,不受个体阅读、理解和反应能力的制约,促
进研究对象更丰富的表达。Andersson等[23]通过照

片启发式访谈法探索6岁早产儿所感知的有意义的

日常生活情况的研究中,孩子被要求在2周内尽可能

多地拍摄他们周围环境中日常生活情况的照片,家长

和老师被要求在拍摄过程中协助孩子,但不能影响孩

子对日常生活场景的选择。随后,孩子被要求谈论照

片中描绘的情况,如为什么选择这种情况、情况的背

景、所展示的物体和/或人物、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以

及孩子对这种情况的感受。最后采用内容分析法进

行数据分析,结果显示6岁早产儿能够反思并详细描

述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情况。Alvarenga等[24]为确定

患有慢性病的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需求,在巴西1所

公立儿科医院对35例被诊断患有癌症、囊性纤维化

或1型糖尿病的7~18岁住院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照

片启发访谈研究,使用主题分析得出5种精神需求,
需要整合生活的意义和目的、需要维持希望、表达信

仰和遵循宗教习俗的需要、在生命的尽头需要安慰以

及需要与家人和朋友联系。为深入了解芬兰长期照

护机构环境中老年人的活动和行动能力,以及可用于

增加老年人活动和改善行动能力的解决方案,Nar-
sakka等[25]在4个长期照护机构中使用照片启发访

谈法对照护机构的老年人和护士分别进行个人和小

组访谈,使用反思性主题分析进行数据分析,最后得

出需要在设施设计、活动自由机会、户外活动、日常生

活活动、锻炼、护士在激活老年人中的作用和资源等

方面进行改进。

5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优势与局限性

5.1 优势

5.1.1 激发研究对象的记忆和表达 照片可以起到

语言桥梁的作用,比文字更能深刻地与个体意识联

系,能唤起研究对象潜在的记忆,增加研究对象主导

的访谈对话,从而引出关于所研究主题或现象方面的

大量丰富的表达,并可能为研究引入研究者没有考虑

过的新维度[13]。让研究对象解释照片的内涵,并结

合自身经历进行阐释,提高了研究对象的参与度[26]。
另外,还可以帮助语言表达不流利的研究对象对复杂

的过程和情况做出清晰的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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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帮助研究者理解研究对象的体验与文化内涵

 研究者能在语境中理解照片所展示的丰富内涵,深
入挖掘研究对象的体验与感受。通过允许引入研究

对象主导的照片或其他视觉刺激,允许研究对象分享

和定义任何问题或关注点,研究者可更加理解研究对

象的情绪、感受和想法,以及研究对象理解和解释他

们的世界的方式,而不是把研究者对1个主题的框架

或看法强加给研究对象[27]。照片还可捕捉到研究对

象在其文化背景下的情感反应,有助于研究者解读潜

在的文化内涵。
5.1.3 赋权研究对象 在传统的访谈法中,由于权

力的不平衡,研究对象倾向于遵守研究者和研究者拟

定的访谈内容。而在照片启发访谈中,研究者和研究

对象是一种合作研究模式,照片丰富研究对象参与访

谈的途径,不会限制其在访谈中的回应。研究对象可

通过积极选择或者解释与研究现象相关的照片及意

义,从而引导访谈方向和访谈内容[13]。通过赋予研

究对象权力和解放研究对象的方式,让研究对象的经

历被看见[28],特别是当研究对象为儿童等弱势群体

时[13]。
5.2 局限性

5.2.1 观察现象 照片启发访谈法可能使研究对象

更多地关注可见的、有形的主题,而不是抽象的概念,
这可能会限制对非视觉主题的讨论深度。此外,照片

可能会无意中影响研究对象的联想和反应,引起无关

主题的叙述,或者出现沉默,导致数据收集中的偏差,
从而造成潜在的框架效应。
5.2.2 伦理风险 照片启发访谈法的采用涉及伦理

考虑,包 括 研 究 问 题 的 性 质、所 选 照 片 和 知 情 同

意[13]。既往研究在对孤儿、HIV感染者和年轻癌症

患者照片启发访谈法时,当要求研究对象收集令人不

安和不愉快的经历的照片并讨论这些经历时,研究对

象产生痛苦的可能性很高,尤其是探索与研究对象的

记忆和经历相关的情感体验时[10],应考虑避开高度

创伤性问题和提供心理支持等。研究对象充分意识

到他们的照片将被如何使用;在分析使用数据以及在

研究传播中使用照片时应分别征求研究对象同意,要
告知研究对象包含其他人或易于识别的地点的照片

不要出现在任何出版物中[29]。
5.2.3 操作和技术挑战 整个过程对研究者和研究

对象而言是劳动密集型的,包括准备设备、解决技术

问题、冲洗照片,以及在访谈前、访谈中和访谈后的额

外准备工作。如果参与者携带了低质量的图片或不

相关的照片,研究人员可能会面临挑战,需要访谈者

灵活熟练地引导谈话。

6 小结
照片启发访谈法具有成熟的方法学基础和严谨

的实施步骤,适用于敏感或深度主题类质性研究和以

儿童和老年人为研究对象的质性研究。相比于无照

片启发的访谈法,照片启发访谈法可激发研究对象的

记忆和表达,可使研究者收集到更丰富的数据,更加

理解研究对象的情感、体验和文化内涵,从而让研究

对象的经历被看见。在应用照片启发访谈法时,应注

意聚焦研究主题,防范伦理风险,以及做好充分的人

员和材料准备工作。目前,照片启发访谈法在我国卫

生健康研究中应用较少,本研究将为照片启发访谈法

在我国卫生健康领域质性研究的实践应用提供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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