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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5要!如何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体系内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一直是困扰社会科学教育者的难题之

一'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作为社会学专业实践性较强的课程!在教学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如面面俱到而重点

欠缺$概念饱和而实践不足$定量为主而定性欠缺$注重方法而缺少理论$以块呈现而衔接不足等' "循环式教育模式#

在理论教学和经验实践中架构桥梁!通过在不同的研究步骤$研究问题与实地调研$不同的方法以及研究过程和研究结

果之间循环往复!可以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实践性课程的实质和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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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相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探索远大于

实践应用( 但不同于思辨式哲学#社会科学的理

论来源于实践#需要被实践证实或证伪( 社会科

学类专业的课程#需要理论课程进行专业视角培

养#也需要实践课程进行研究方法培训#从而能让

学生在理论和经验中穿梭#从经验中归纳出理论#

再到经验中进行证实或证伪( 那如何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掌握社会科学课程体系内部实践性较强

的课程#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社会调查

研究方法课程作为一门操作性很强的课程#在社

会科学课程教学中具有连接理论和实践的功能(

笔者基于多年来讲授,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

的感受和经验的基础上#对目前此门课程授课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循环式

教学模式-的授课方式#通过这种模式的引入与

实践#以期能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此门课程的实质

和精髓#一方面在实地过程中恰当运用所学科学

方法#展开实践调研#另一方面#更好地掌握社会

科学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上升到理论的循环

过程(

!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教学目的及教

学体系安排

!(!5教学目的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社会科学诸专业的

主干课程#包括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教育学%

经济学和人口学等专业在内#都会以社会学研究

方法%社会调查方法%社会调查与研究方法等不同

的课程名称开设此课程( 通过此课程的学习#希

望学生可以系统掌握实证研究方法的具体步骤#

学生可以利用课堂上所学到的各项技术和方法#

进行一项完整的实地调查研究#即从抽象理论到

经验事实#再用具体经验事实验证抽象理论的全

过程( 因此#在开设社会科学诸专业的高校#均以

主干课或选修课的方式开设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

程#有的高校也会以通识课的方式在全校开放#使

有志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学生进行选修和学习(

!("5教学体系安排***以社会学专业为例

在课程安排上#专业主干课程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一般安排在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上学期#在

先行修完社会学概论之后#和社会学理论同时开

1$

!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陆一琼"!$+!

4

$#女#内蒙古包头人#讲师#博士生#主要从事组织社会学研究(



第 !期 陆一琼!循环式教学模式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中的应用

设#方法和理论并驾齐驱#为随后各分支社会学的

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学分来看#社会调查研

究方法课程一般为 )E3学分#如果以一个学期 !+

周来看#总课时即为 *3E2"课时(

在教学内容上#总的来说一般分为 )个部分!

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的方法技术%资料的处理

与分析( 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学科的原

理%原则和方法体系#社会研究的方法#主要指研

究过程的逻辑和哲学基础#包括理论假定%基本原

则%研究逻辑等#所解决的是如何看待和解释社会

现象( 具体包括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两种基本

的#又相互对立的取向( 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一

直占据主流位置( 研究方式主要指在不同的方法

论指引下所采取的具体研究形式的具体类型#要

解决的是如何进行社会调查研究#主包括贯穿社

会学研究的全过程的程序%策略%方法等#以调查

研究%实地研究%非介入研究%实验研究为主#进一

步具体到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等各种具体的操

作技术#对于同一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依据收集到实地资料的不同性质#资料的处理和

分析包括定量资料分析和定性资料分析#在这个

过程中又涉及具体的统计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技

术和文字资料的处理与分析&!'

(

总的来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内容环环

相扣#脉络清晰#逻辑连贯( 但是在实践教学中#

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还是存在不少问题(

"5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教学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

根据自身的教学过程%学生反馈%同行探讨#

笔者认为目前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教学实

践中#存在着以下问题(

"(!5面面俱到'重点欠缺

目前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授课要求#从

方法论%具体研究方式到调查结果分析再到调查

报告的撰写#一应俱全#面面俱到#意图通过短短

一个学期的课程学习#将整个研究过程都一一进

行介绍( 但由于课时限制#往往流于表面#学生也

囫囵吞枣#只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知其然不知其所

以然#并不能真正理解研究方法的本质和内涵#更

无法有效地将其转化为实际调研中的具体工具和

方法( 究其原因在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定

位和实际课程安排不匹配( 希望学生全面掌握研

究过程的愿景是好的#但却忽略了现实因素的限

制#不能突出课程重点#忽略了本门课程的调查指

导意义#因此#学生在掌握了基本理论框架之后#

还是不会进行真正的调查研究(

"("5概念饱和'实践不足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作为专业主干课程#

自然包含大量的基本概念#尤其是方法论的部分#

涉及到使用何种方法的本源#因此在讲授的过程

中#教师都会着重对这些基本概念进行讲解#以便

使学生更好的理解和掌握( 这样的初衷是好的#

可以为学生理解具体的研究方法打下坚实的基

础#但消极后果是#学生有理论没有实践#有概念

不会使用#很难将所学到的概念知识转化为实地

中具体的调查手段和技术( 结果学生一说起来头

头是道#但真正具体到某一方面#例如如何抽样+

如何设计问卷+ 如何进行访谈+ 就会束手无策#

无从下手#即便勉强为之#结论的信度和效度也会

受到质疑( 基本概念的掌握当然是必要的#但如

果不能将这些概念和调查实践相联系#就会呈现

两张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

"()5定量为主'定性欠缺

目前西方社会科学的主流趋势是定量研究#

而我国的社会科学界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也努

力向定量研究靠拢#以至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

程的教材编排和授课中#概率抽样%问卷法%定量

资料的统计和分析占据较大比重#还通过开设

,社会统计学-以及各种软件应用的课程来加强

学生的定量学习( 这样的课程设置有好的一面#

即学生可以系统有效地学习有关定量研究的知

识#并在今后的研究中和国际接轨( 但现实中却

存在三个问题!第一#不是每个学生都擅长做定量

研究#尤其是文科生#对数学有天然的恐惧#为了

学习定量#就要配合学习相关的统计知识#包括微

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并且要熟

练掌握数据处理软件#如MNMM#MU9U9等( 很多学生

闻数学而色变%听定量而摇头#畏难和抵触情绪#

不利于研究方法课程的学习( 第二#定量调查基

于严格的抽样和一定数量的样本#对于学生的调

查而言#由于受各种现实因素的限制#很难满足这

两个要求#从而使研究结果的信度和效度也会受

到质疑( 虽然目前我国各大科研院所基于各种目

的#也建立了大型数据调查库#可数据的获得%清

理和使用对学生来讲还是有一定难度( 第三#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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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学生认真学习了抽样技术%问卷法%统计方法#

但由于知之尚浅#概念不清#实践缺乏#很多研究

都停留于对样本的描述分析#并错误地把样本的

结果作为研究结论( 凡此种种#重定量轻定性的

结果!很多学生由于学不好统计#而对研究方法产

生厌学情绪( 甚至有一些学生不是从问题出发去

选择合适的研究方法#而是错误的将社会调查研

究与做问卷等同起来#认为只要进行社会调查#就

要做问卷#完全忽视了所调查问题的特点( 实际

上#由于研究问题的不同#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各

有所长#当我们需要对某一群体或社会现象的普

遍性规律进行归纳总结或因果分析的时候#定量

研究更好.但如果我们对某一个体%某一案例进行

深入探讨和阐释的时候#定性研究更具有解释力(

当然#提出何种研究问题#涉及研究者本身的研究

视角#生活经历等&"'

"(35注重方法'缺少理论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掌握方法#有的教师会加

重对具体的方法和技术的讲授课时#结果学生熟

练地掌握了如何抽样%如何设计问卷#可不知道为

什么要使用抽样和问卷#这主要是方法论部分的

缺失( 社会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涉及社会研究过程

的逻辑和哲学基础#学生秉承不同的方法论原则#

会有不同的方法导向#指引他们进行具体的调查

实践( 如果不能明辨为什么要使用问卷#为什么

不使用访谈或观察#学生面对具体的研究问题#常

常无从下手#错误地以为凡是研究问题就必须进

行抽样和问卷调查#而忽略访谈和观察的重要作

用#忽略案例研究的特殊意义( 另外#在问卷设计

过程中#就问题而提问#并不能遵循操作化过程#

把握问卷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和联系(

"(*5以块呈现'衔接不足

按照研究过程的不同部分讲授社会调查研究

方法课程#还会导致的结果是学生对每个部分都

很了解#但是缺乏各部分中间的融会贯通( 具体

的表现!不能通过文献综述将研究主题转化为研

究问题.不是围绕假设通过操作化进行问卷设计#

结果设计问卷时生搬硬套%堆砌问题%问题之间毫

无逻辑.不能从理论的高度解释问卷的结果#仅仅

刻板地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分析等( 究其原因#

学生没有从根本理解具体的研究过程#仅仅是对

各部分有简单认识#不能在各部分之间进行自如

的穿梭#从而造成各部分的脱节#即便完成了整个

研究过程#也很难将研究结果展现出来(

"(15调查报告'类型单一

所有的研究最后都要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展

示#在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的授课过程中#往往

安排最后一章内容讲解调查报告的撰写#这是一

种类似于八股文的写法#有明确的规定#分为导

言%文献综述与假设%方法%研究结果和进一步讨

论五个部分( 这样一种规范的写法#更适合于对

定量分析的结果呈现#通过不同部分之间有效协

调#将数据结果以及对结果的进一步阐述分析清

楚无误地呈现出来( 但对于定性研究#其研究过

程是杂乱的%零散的#研究结论是白描的%阐释的#

是不断在案例和分析#事实和解释之间进行穿梭#

如果仍沿袭这种规范的写法#无疑割断了研究对

象和研究结论之间的联系#使调查报告难以具有

较强的说服力( 而目前的讲授往往都以八股文的

写作方法为例#使得学生在撰写调查报告的时候#

往往生搬硬套#很难写出解释力较强的定性研究

论文(

)5%循环式教学模式&的运用

基于以上问题的阐述#笔者尝试提出社会调

查研究方法课程的,循环式教学模式-( 所谓,循

环式教学模式-#就是在整个授课过程中#根据社

会调查研究过程自身的特点%规律和逻辑#教师要

不断在不同的研究步骤%研究问题与实地调研%不

同方法以及不同研究结论与写作手法之间进行往

复循环#通过不同部分之间的数次交融#加深学生

的理解和应用#真正掌握调查研究方法#并切实的

连接理论与实践&)'

( 具体来讲#有以下 3个方面(

)(!5 一门课程分阶化***在不同的研究步骤之

间循环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课时所限#目前本科生培养

方案规定了课程类型的学分和课时#在有限的课

时内#很难做到全面%系统而充分地讲授完整个社

会科学方法体系&3'

( 因此#笔者建议可以采取将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这门课程分阶化#除社会调查

研究方法课程以外#以选修课的方式开设多门相

关课程#包括研究设计%抽样调查方法%社会统计

学%田野调查方法%数理统计软件的使用%定量研

究的分析与写作%定性研究的分析与写作#搭建一

个完整的研究方法课程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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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为先行必修课#介绍

方法论%研究问题的提出%文献综述%理论和经验

的转换%简要介绍四种研究方式#随后学生以选修

方式#选择方法体系中自己感兴趣的课程( 在每

门选修课授课过程中#都要说明本门课程在整个

研究过程中的位置#在此基础上展开本门课的学

习( 如此每门课程都进行循环学习#使学生充分

掌握研究的整个过程(

)("5 课堂讲授层次化***在研究问题与实地调

研之间循环

在讲授课程的过程中#实践的缺乏使学生们

对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是 ,知其然#不知其所以

然-#因此#在课堂讲授的过程中要充分实践如何

进行一项完整社会研究的过程( 提出问题%文献

综述%形成假设%实地调查%报告结论等各个阶段#

都要让学生一一尝试( 例如#可以让学生进行不

同选题#教师进行评价和把握.让学生尝试抽样#

教师指正错误.也可以让学生分别设计问卷#互评

问卷的好坏或进行一个小型的试调查以检验问

卷.搜集正规大型调查的问卷让学生试做#加深对

问卷的感受和理解.还可以让学生在校园里进行

拦访或观察#体会访谈技巧和观察角度等( 不同

阶段可能会出现不同问题#需要注意的是每一个

阶段都要做好上下衔接%呼应研究问题( 对学生

的每次实践都要进行汇报%答疑和总结#发现问题

的根源#这样在问题不断循环#帮助学生理清思

路#形成对研究过程清晰准确的认识&*'

(

)()5 实证内容多样化***在不同的方法之间

循环

目前的课程讲授#更偏向于定量方法而忽视

定性方法#学生但凡进行实地调研#想到的就是问

卷#并不会根据研究问题的需要#选择合适的研究

方法( 为了让同学更好的理解方法论的差异#以

及不同方法论指引下应该需要采用什么样的调查

方法#要让学生尝试提出不同问题#并根据问题决

定采用定量或定性分析方法( 另外#定量和定性

的不同在于#定量研究的假设在研究开始前就已

经提出#通过操作化为问卷#只需要用调查结果去

证实或证伪#而抽样和问卷设计的技术性知识是

可以通过课堂讲授获得的.可定性研究需要,沉

浸入-田野中#可不同的田野可能会遇到不同的

问题#这就需要经验的积累和灵活的应变#无法仅

靠课堂的传授#因此#可利用学生寒暑假回家的契

机#让其进行,家乡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开学

后统一对调查报告进行评比( 通过学生对不同方

法的尝试#循环往复#会让他们了解不同方法的不

同逻辑#加强对方法的掌握和理解&1'

(

)(35 写作手法类别化***在研究过程和研究结

果之间循环

当学生采用不同分析方法的时候#撰写调查

报告的方法是不一样的&2'

( 如选取定量分析方

法#更多拟用的是类似八股文的写作手法.如运用

定性分析方法#更多采取的是类似民族志的写作

手法( 因此#要让学生根据不同的研究过程#决定

采用哪种写作手法更合适&+

4

!#'

( 而当前的教材编

排#更多的是以类似八股文的写作手法作为主要

的调查报告撰写方法#这就需要教师在课程讲授

的过程中不仅仅是按照教材进行介绍#还要对定

性研究写作手法加以简要说明( 让学生明白#要

根据具体的研究过程%研究结论选取具体的写作

手法#而不是只有一种调查报告的写法(

总而言之#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本质即是

让学生充分掌握如何进行一项社会研究#而一个

好的研究过程#第一#要具有好的问题#这就要求

研究者具备,问题意识-#问题的来源除了生活的

体验与感悟#更多的来自大量文献批判式的阅读

和概括.第二#研究者在方法论%研究方法%具体的

技术和技巧等层面的理解与行动( 因此#要培养

学生好的研究能力#要让学生不断在,学与做-的

结合中#,知与行-的交融中穿梭#也就是要去真

实的情境中去认知%使用%理解和反思所学的研究

方法的方法论与技术#这样才能逐步培养学生的

问题意识与专业视角#调动他们的,野性思维-或

,社会学的想象力-#加深学生对研究过程的理

解#,循环式教学模式-可以帮助我们达到这个

目的(

参考文献!

,!-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 风笑天(推动与引领(1社会学研究2三十年来的方法

研究论文回顾,H-(社会学研究!"#!1%1&(3$

4

2"(

,)- 李冰!贾士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三位一体#

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H-(石家庄铁道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2

4

!!#(

,3- 田爱丽(转变教学模式!促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基于"慕课学习j翻转课堂#的理性思考,H-(教育研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究!"#!1%!#&(!#1

4

!!"(

,*- 徐晓军!郑伦楚("社会调查研究方法#课程参与式研

究性教学模式,H-(中国大学教学!"#!#%"&(3$

4

*#(

,1- 陈敬胜(参与式教学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中的运

用,H-(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1%)&($#

4

$"(

,2- %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李康!译(北京(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

,+- 戴年红(基于创新能力培养的导师制实践教学模式探

索,H-(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

4

1#(

,$- 林春!郭滨(原型范畴理论指导下英语被动语态的任

务式教学模式研究,H-(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

4

+(

,!#- 刘蕊(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探索///以

"市场配置资源#框题的教学为例,H-(中小学课堂

教学研究!"#!2% "̂&( +3

4

+2

j

$#(

9115-+',-$($.E#+-%+35',-$(!#'+"-(B:$)#5-(,"#/$3%<#$.

F$+-'5F3%>#& E#<#'%+":#,"$)<

bhG'g'&/F

"@//7O:&/F&J'9X&OT9Jh/'87OM'UV# P&RR&U#!##"## ?R'/9$

!"#$%&'$! P&KU&T907MUL%7/UML/%7OMU9/% 9/% T9MU7OUR7NO9.U'.9J.&LOM7MZ7UU7OK'UR'/ UR7M&.'9JM.'f

7/.7MVMU7TK9M9JK9VM9Z&UR7O7% NO&ZJ7T&]M&.'9JM.'7/.77%L.9U&OM(\R7.&LOM7# <&.'9J<LO87V67M79O.R

:7UR&%M# R9M9M7O'7M&]NO&ZJ7TM'/ UR7U79.R'/FNO&.7MM# ]&O7e9TNJ7# 9JJUR'/FM9O7.&/M'%7O7% ZLUUR77Tf

NR9M'M. UR7.&/.7NU'MM9ULO9U7% 9/% UR7NO9.U'.7'M'/ML]]'.'7/U(h/%7OUR'MM'UL9U'&/# UR7,O7.'O.LJ9U'&/ U79.Rf

'/FT&%7J- K9MNO&N&M7% U&ZL'J% ZO'%F7M.&//7.U'/FUR7UR7&O7U'.9JU79.R'/F9/% 7eN7O'7/.7URO&LFR %']]7O7/U

O7M79O.R MU7NM# O7M79O.R gL7MU'&/M9/% ]'7J% '/87MU'F9U'&/M# %']]7O7/UT7UR&%M# O7M79O.R NO&.7MM9/% O7M79O.R

O7MLJUM(@/ 9%%'U'&/# MUL%7/UM.9/ FO9MN UR77MM7/.7&]NO9.U'.9J.&LOM7MK7JJ(

()* +,%-#! U79.R'/FT&%7J.O7.'O.LJ9U'&/ U79.R'/FT&%7J.M&.'9JMLO87VO7M79O.R T7UR&%

"责任校对5刘兰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