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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机抽样

随机抽样的方法：

1）简单随机抽样（抽签、随机数表、系统
随机抽样）：防止抽样的偏向性

2）分层随机抽样：提高抽样的精确性

3）多级抽样

调查研究数据收集方法调查研究数据收集方法



1.调查问卷的构成

■标题、调查目的、基本信息、

 指导语、主干问题、结束语等

如何编制调查问卷？要注意哪些事项？如何编制调查问卷？要注意哪些事项？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2.调查问卷的编制

■确定研究主题

■明确研究目的

■界定维度

■规划子项

■设计具体问题等



3.调查问卷问题的主要类型（1）

开放式问题 vs.封闭式问题:

是非题；选择题（单项、多项）；利克
特量表题；语义区分量表题（好-坏，强
-弱，难--易，interesting/boring）；排序
题



3.调查问卷问题的主要类型（2）

事实性问题（过大、偏大、适中、偏小、
过小） vs. 意见性问题（完全同意、同
意、中立、不同意、完全不同意） vs. 
行为问题（总是、经常、有时、极少、
从不）



 尽量用简单的语言，一题一问；
 避免主观化及暗示性用词；
 选项的内容不交叉；
 不用否定句式，句子不能太长；
 不涉及隐私，问卷不宜过长；
 …………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充分利用已有相关问卷充分利用已有相关问卷, , 使用前一定使用前一定

要试测。要试测。

4. 编制调查问卷注意事项



几个重要概念几个重要概念

 显著性
 t检验
 相关分析

对问卷数据可以做哪些分析？对问卷数据可以做哪些分析？



 统计学意义（p值） 
   结果的统计学意义是其真实程度（能够代表

总体）的一种估计方法。p值是将观察结果认
为有效即具有总体代表性的犯错概率。如
p=0.05提示样本中变量关联有5%的可能是由
于偶然性造成的。在许多研究领域，0.05的p
值通常被认为是可接受错误的边界水平。

 如何判定结果具有真实的显著性
   通常，结果p≤0.05被认为是具有统计学意义。

1. 显著性



 ■T检验是对两样本均数(mean)差别的显著性进
行检验，在两个样本平均数的基础上，检验
相应的总体平均数之间的差异是否存在真正
的差异。若显著性p值很小，比如<0.05，我
们就可以 “比较有信心”的说：目前样本中男
女生出现差异的情况不是巧合，而是具有统
计学意义的，也就是总体存在显著差异。 

2. T检验



 单样本：被试与某个固定的标准值比较，如
将学生做某年高考卷的得分与该年高考平均
分进行比较。

 独立样本：把被试完全按照随机的方法分到
几个组，如男女生的成绩比较。

 配对样本：将被试自身进行比较，如同一学
生的前测、后测成绩比较。

T检验的类型



 相关（correlation）是指两个变量一起发生
变化的程度。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有
三种：正相关、负相关和零相关。

·|r|>0.90 最高相关； 
·0.7≤|r|<0.9 高相关（显著相关）； 
·0.4≤|r|<0.7 切实相关（较显著相关）；
·0.2≤|r|<0.4 低相关
·|r|<0.2 最低相关（基本不相关）
■

3. 相关分析 



 访谈（interview）：研究者“寻访”、“访问”研究
对象（学生）并且与之进行研究性的交谈，是
研究者通过口头谈话的方式从研究对象那里收
集第一手资料，从而达到研究目的的一种研究
方法。（白芸，2002：42；陈向明，2000：
165）。

 类型：

1. 面对面：个别访谈；集体访谈，如焦点团体访
谈（6-8人）（focus group interview）

2. 电话访谈

3. 邮件访谈 

质性数据的收集质性数据的收集  ——以访谈为例



访谈的优势与不足

优势 局限性
教师与学生可以面对面地交
谈，并可就一些问题展开深
入的讨论。

研究者（教师）可以掌控提
问的内容。

可以在课间和课后进行。

可以及时地了解学生的反馈。

…… 

录音可能会影响一些学生表
达真实的想法。

比较费时。

参与访谈的人数有限。

……



 访谈对象的选择

目的性抽样：所选择的样本（访谈对象）的特性具有完成
研究任务的功能

基本策略: 深度抽样——选取信息丰富的样本，充分展示研
究现象

（Miles&Humberman，张芬芬译，2008：39）
分层抽样——被选中的样本可以用来阐释各个亚群体（同
上）；

 拟定访谈提纲

作用：提示问题要点和内容范围以避免遗漏；

形式：简洁、不超过一页纸；

设计原则：由浅入深、由简及繁、漏斗形

使用原则：以开放的心态给受访者足够的余地； 

访谈前的准备



提问：

①态度诚恳、语气温和、表达清晰、氛围宽松

★少用封闭性问题和抽象性问题（而是将抽象的问题具体化

）

★避免使用语句复杂、意义多重和含有个人倾见的问题 
 ②适时适度地追问：有意识地就受访者所说的词语、观点、
事件进一步提问，深挖事情的根源以及发展的过程；   

倾听：积极关注的听、不轻易打断对方

回应：适当回应（言语行为、非言语行为）；

可以重复或总结受访者的话；

★避免论说型、评价型的回应； 
其他：录音设备；电话；时间



 一到两个研究者对一群人进行访谈，通过
群体成员相互之间的互动对研究的问题进
行探讨（陈向明，2000：211）。 



1. 基于研究问题，反复阅读原始数据，找出一些初步感受
到的意义。

2. 从原始数据中摘选与研究问题相关的意义单位（/本土概
念）（例如，词、短语、句子等），并用颜色标示出意义
单位；

3. 给每一条摘选出来的意义单位起一个名字（编码），例
如：“有的人不是很认真 ”编码为“学生在互评中存在的问
题”；

4. 将初级编码按主题归类，例如：“学生在互评中存在的问
题”、“教师设计不够完善 ”都可归入“同伴评价存在的问
题 ”；

5. 如果主题之间可以再次归类，则重复步骤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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