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研究法之问卷调查法（１）①

朱　雁　（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００６２）

　　英国社会学家莫泽指出“十项社会调查中有

九项是采用问卷调查的．”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

比更称“问卷是社会调查的支柱”．事实上，问卷调

查法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最普遍使用的方法，也

是教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方法之一．据美国一学

者在分析了５８１篇教育研究论文或报告后发现，
其中有１４３篇（几乎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全部或

部 分 地 采 用 了 问 卷 调 查 来 收 集 资 料．［１］

Ｒａｄｈａｋｒｉｓｈｎａ，Ｌｅｉｔｅ和Ｂａｇｇｅｔｔ在 考 察 了７４８项

农业及推广教育方面的研究后更是发现，其中有

６４％使用到了问卷．［２］问卷调查在 教 育 研 究 中 的

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１　何谓教育调查研究

教育调查研究主要是以当前教育问题为研究

对象进行的一系列研究活动，可视为是社会调查

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别于教育实验研究、教育

理论研究等，教育调查研究是一种描述研究，以现

实存在的教育问题及表现形式作为研究对象，分

析收集到的事实材料，而不对其做任何的干预．教
育调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通常揭示的是事物之间

的相互关系，这使之区别于教育实验研究．与教育

理论研究相比，教育调查研究则属于经验性方法，
是以获取的经验材料为基础所做的研究，其结果

往往处在事物的表层．
所谓的教育调查研究其实有两层含 义：其 一

是调查，即运用观察、询问、测量等方式收集事实

和数据，属于感性认识活动；其二则是研究，即通

过对事实资料的思维加工，将感性认识提升为理

性认识．教育调查研究的目的始终是为解释教育

现象的本质特征，正确合理地解释教育现象的发

生和变化的过程，并由此获得教育经验和教训，从
而概括教育规律，预测教育发展趋势．
２　调查研究为何广受青睐

调查研究是通过样本对问题的回应而获取信

息的．可以看到，许多研究者选用了此种方法收集

数据．而事实上，调查研究已成为社会结构中至关

重要的一部分．还有学者称，没有对调查研究的一

定认识，人们甚至难以从阅读报纸和收看电视获

取较多的信息．
调查研究之 所 以 广 受 欢 迎 与 其 多 样 性（ｖｅｒ－

ｓａｔｉｌｉｔｙ）、高效性（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和 推 广 性（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
ａｂｉｌｉｔｙ）的特点是密不可分的．首先也是最为重要

的即是调查研究的多样性特征．可以这么说，调查

研究法可以用于教育领域的各个方面，例如学校

的种族融合（ｓｃｈｏｏｌ　ｄｅ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学业成就、教

学实践、领导力等．尽管调查研究并非是了解每一

个教育过程的理想方法，设计精良的调查往往能

够帮助人们提升对任意一个教育问题的理解．换

句话说，在教育领域很难找到一个完全无法通过

调查研究法展开的研究主题．
调查研究的高效性表现在它可以同时测量多

个变量，而无需大幅地增加时间或成本的投入．通
过调查设计，研究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并以相对

较快的速度从被试那里获取数据．
由于许多调查研究的被试是通过对研究总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进 行 概 率 抽 样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ｍ－
ｐｌｉｎｇ）而 获 取 的，因 此 当 样 本 的 推 广 性（ｓａｍｐｌ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ｂｉｌｉｔｙ）是研 究 的 核 心 目 标 时，调 查 研 究

就尤其显得 具 有 吸 引 力 了．例 如，２０００年 的 全 美

调查（２００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就 选 取 了 来 自 美 国

全国各地的５　７６５个科学及数学教师，以了解全

美数学与科学学科的整体教学情况．这一调查考

察了“科学与数学课程的设置情况，教师的资质，
教材的使用，教学技术，以及科学与数学设施与器

材的使用”［３］，并选用了包括访谈、问卷及 课 堂 观

察在内的多种研究手段．而具体的研究议题涉及

专业发展对数学与科学教学的影响［４］，建 议 中 的

改革举措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实施［５］，领 导 力 问

题，以及学 校 层 面 的 改 变 过 程［３］等．通 过 此 项 调

查，研究者更进一步地了解到学术准备与专业发

展是如何对数学与科学教学产生影响的，教学中

使用到哪些教学技术和教材，以及改革的推进程

度等．
在进 行 跨 群 体（ｃｒｏｓｓ－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推 广 研 究

时，调查研究也是一个不错的备选方法，因为此种

方法可以对不同教育背景和子群体进行抽样．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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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地，具有共性的关系则可在不同的子群体间进

行比对．比如，教育调查研究可针对城市、市郊和

农村地区的各级学校教师进行抽样，并兼顾教学

科目（如数学及科学等）的不同．
３　调查研究中的误差

或许是出于调查研究的易操作性，即 通 过 问

题表的准备及分发与回收，研究机构和个人即可

采用调查研究法去研究一些重要的问题．然而，如
果没有对取样、测量及调查的整体设计有一个细

致的规划，所 有 的 努 力 则 终 将 导 致 失 败．Ｔｕｒｎｅｒ
和 Ｍａｒｔｉｎ指出［６］，避免这样的结果的方法其实很

简单，即只要调查研究者们能够花费一定的时间

和精力对调查进行恰当合理的设计，而这种投入

终将体现出它的价值．
要使调查研究获得成功，必须要降低 两 类 误

差出现的风险：观察误差（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即对被试进行了低质量的测量）和未被观察误差

（ｅｒｒｏｒｓ　ｏｆ　ｎｏ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即 缺 失 了 对 应 有 被 试

的测量）．［７］观察误差所可能引起的问题是源于调

查中用到的设题方式，应答问题的被试的特征，以
及问题在问卷或访谈中呈现的方式．具体来说，研
究人员在设计调查问题及问卷时可能遇到的潜在

测量误差有四大类：问题的措词（即对同一问题，
应答者是否能具有相同的理解，例如双重否定或

诱导性提问等），应答者的特征（即应答者的特征

可引起的错误回答，例如社会愿望顺应性或中立

派等），问题的表述（即问题及调查工具的结构可

引起的误差，例如问题的编排顺序或选答项的设

置等），以及采访者（即采访者本身可引起的误差，
例如采访与被采访者的错配或对被试的应答的无

意识判断性行为等）［８］．
类似地，未被观察误差也有三类误差源：不良

的取样结构无法代表整个被调查群体，随机取样

的过程所引起的取样误差（由偶然性导致的样本

特征与群体特征之间的差异），以及因拒绝回答或

无法获取 联 系 而 产 生 的 无 应 答（ｎｏｎｒｅｓｐｏｎｓｅ）对

样本的干扰（个别情况更将影响被试回应的推广

性）．
４　何谓问卷及问卷调查法

问卷是法文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的中译名称，它的

原意是“一种为了统计或调查所使用的问题单”．
问卷调查法是研究者通过事先设计好的问题来获

取有关信息和资料的一种方法．研究者通常以书

面的形式给出一系列与研究目的有关的问题，让

被试作出回应，通过对问题答案的回收、整理、分

析，获取相关信息．最初，问卷调查法是由英国的

高尔顿创立的［９］．在其研究人类遗传变异 问 题 时

需要收集大量有关人类的生理特征及心理特征，
而访问调查的费时费钱促使让他尝试着将所需调

查的问题都印成卷面寄发出去，没有想到获得了

巨大的成功．而此种方法也由此流传到世界各国．
５　问卷的设计

在问卷中，那些需要被试进行作答的 调 查 问

题（ｓｕｒｖｅ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仅是问卷的一个组成部分．
问卷所创设的语境对被试如何解读和应答问题也

具有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者必须对问卷整

体和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要进行细致的设计．对

于如何给出一个设计精良的问卷并没有什么万能

的公式，但一些重要原则可对任何问卷的设计有

一定的指导意义，一些系统的步骤也有助于完善

问卷．
（１）写在问卷设计前的两个思考

为何必须要使用问卷？在开始自行设计问卷

之前，研究者有必要首先思考并记录下自己选择

这一研究工具而非其他工具（比如访谈或观察），
自行设计而非选用文献中已有的数据（比如政府

或研究机构所提供的统计数据或调查研究档案中

的数据）或问卷（或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设计某类

所需问题的理由．这些笔记或许对撰写研究报告

中的“方法”章节部分会有所用处．
试图通过问卷发现什么？这是一个基础性问

题．每一份问卷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即它必

须是产生于相关重要事实或观点中蕴含着的某些

假设，甚至可以预测哪些事实资料可用以解释研

究者所要呈现的观点．
（２）保持研究重点不变

调查研究应当始终围绕研究问题及所选样本

而展开．在设计问卷时，对于问题的取舍与处理方

式的选择（着重强调抑或一笔带过），始终应当以

研究的总目标为最基本的出发点．整份问卷应被

视为一个整体，其中的每一个部分和每一个问题

都应围绕同一个研究目标而设置，且需相辅相成．
（３）基于已有的研究工具

研究者往往会在研究结束后才意识 到，问 卷

中包含了一些无关的问题或是遗漏掉了一些重要

的问题．为确保相关的问题不被遗漏的一种方法

是使用他人已有的研究、理论、经验，或是对调查

有所了解的专家（包括被试）所建议的问题．
如果其他研究者已经针对某个关键概念设计

了一组问题，且通过之前的调查表明这一测量是

可靠而有效的，那么研究者可以考虑选用该工具．
诸如《研 究 设 计 和 社 会 测 量 手 册》（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１０］等

资料可给研究者提供关于已有调查工具的许多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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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信息，而研究者在研究之初所做的文献综述则

是更为理想的资源．
当然这里也存在一个取舍的问题，因 为 之 前

使用过的问题未必是专门针对当下研究所关注的

概念，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未必适合当下研究所关

注的群体．因此尽管使用现成的且又倍受认可的

调查工具或许可以使其他研究者信服，但它未必

一定适合于研究者自己特定的调查研究．一个不

错的经验法则是，当已有的调查工具的确测量了

研究者自身所关注的概念，并且没有证据表明该

工具不适合所要调查的群体，那么研究者就可以

使用该工具．
（４）问题的改进和测试

只有经过预测的问题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问

题．在使用任何一个问题前，研究者要确保被试能

够读懂问题的含义．因此需对一些预试者进行测

试．
预测的一 个 重 要 形 式 是 与 同 行 一 起 讨 论 问

卷．也可以回看那些已经用到一些关键问题的之

前所做的研究．组织一个专家小组审核这些问题

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另一种日趋普遍的预测形式

是组织潜在的应答者进行有指导性的讨论．这样

的“焦点小组”（ｆｏｃｕｓ　ｇｒｏｕｐｓ）可以使研究 者 了 解

被试对关键词是否有统一的理解，并确定要求被

试汇报的事件或经验的范围．通过聆听和观察焦

点小组的讨论，研究者可以验证自己有关所用词

汇水平的恰当程度以及被试所要回答的内容范围

的假设［１１］．
专业的调查研究者们还会使用一种称之为认

知访谈（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的 方 法 以 完 善 其 调

查问题．［１２］尽管研究者在做法上可能会有不同的

侧重点，其基本的方法都是让被试（理想来说，这

些被试与调查群体具有相同的特征）在回答问题

时做“有声思维”（ｔｈｉｎｋ　ａｌｏｕｄ）．研 究 者 除 设 置 一

定的测试问题外，还会提出一些后续的问题，包括

应答者如何理解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如何困惑他

们，等等．这一方法可以发现所设问题存在的一些

不足．
实施预研究（ｐｉｌｏｔ　ｓｔｕｄｙ）是问卷准备中的最

后一个环节．研究者可先自行完成问卷并对之加

以修正．接下来，让一些同行或朋友试做再加以修

正．进行正式预测时，研究者需从所要研究的群体

（或类似群体）中选取一小组样本，并对他们实施

整套的调查过程，包括邮寄问卷（如果研究者有邮

寄其问卷的计划）以及实际访谈（如果研究者有进

行现场访谈的计划）．
究竟哪一种预测方法最佳？事 实 上，每 一 种

方法都有其独特的优点和不足．简单的预测在信

度上是最低的，但在操作上是最容易实施的．“焦

点小组”或“认知访谈”则能较好地发现特定问题

存在的不足．专家小组对问题的审核可能在发现

“问题”调查问题的数量上最为占优［１３］．
（５）问题的顺序

调查问卷中对问题顺序的设置是研究者应当

关注的一个方面．第一步，单个的问题应当根据其

相关的主题加以分类，由此可以构成问卷中的不

同部分．例如，ＴＩＭＳＳ　２０１１（八 年 级）学 生 问 卷 共

设有五大部分②，包括“关于你自己”（如基本个人

信息和家庭环境等），“你的学校”（如学校学习环

境等），“学校数学”（如数学学习的自我感受和态

度等），“学校科学”（如科学学习的自我感受和态

度），以及“家庭作业”（如作业的布置频率和完成

时长等）．问卷中的不同部分及其中的问题的设置

需符合便于理解的逻辑顺序．Ｄｉｌｌｍａｎ指出［１２］，问

卷最初的一些问题应当易于回答，且适合于每一

位被试．在设置问题时，要让被试有一个“暖身”的
过程，而后可以安排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

问题顺序 设 置 的 不 同 可 能 会 引 起 语 境 效 应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ｅｆｆｅｃｔｓ），即一个或多个问题影响到后续

问题的诠释．［１４］之前的问题可能会影响到对后续

问题的理解，被试作答时选用的观念，以及是否进

行比较性判断等．［１５］当两个或更多问题都关注同

一个问题或极为相关的问题时，此种语境效应可

能会极致化．通常，被试会试图使其在各个问题上

所做的回答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一致，即便有些并

非出于他们的真实想法．
无论所设的问题力求获取哪类信息，研 究 者

都要确保被试者具有提供相关信息的能力．例如，
在ＴＩＭＳＳ２０１１（八 年 级）数 学 教 师 问 卷③中，第

２５Ｂ题询问了相关教师给所在班学生布置的家庭

作业的时长，而在２５Ａ中研究者就首先询问了教

师布置家庭作业的频率，其中包括了“我不布置家

庭作业”的 选 项．这 类 过 滤 问 题（ｆｉｌｔｅ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就构成了跳跃模式（ｓｋｉｐ　ｐａｔｔｅｒｎ），即被试如果在

某个问题上给出否定的回答即可直接跳至另一个

问题，而那些给出肯定回答的被试则将继续回答

相关的条件性问题（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跳跃模

式应当在问卷中用箭头或其他标志明确地标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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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图１）．

图１　过滤问题和跳跃模式

有些问题可以用“矩阵”的形式呈现．矩阵问

题是关注同一主题的一系列问题，它们具有相同

的选择项．这类问题可以使用一个共同的起始语

句呈现（图２）．这 种 问 题 的 形 式 通 过 减 少 每 一 个

问题的文字使用量以缩短问卷的长度．同时，矩阵

问题也强化了问题间的共同主题，因此对于每一

个问题的回答都与矩阵中的其它问题有一定的相

关性．对于此类问题，研究者在设置问卷时需给出

明确的说明让被试对矩阵问题中的“每一行勾选

一个回答”，因为有些被试在回答了若干问题后可

能会认 为 已 经 完 成 了 整 个 矩 阵 题．图２中 的

ＴＩＭＳＳ２０１１（八年 级）数 学 教 师 问 卷③ 中 的 第１５
题就是这样一个矩阵题．

图２　矩阵问题样题

　　（６）编制有吸引力的问卷

具有吸引力的问卷更容易为被试所 接 受，不

易产生歧义．它们看上去不会显得那么“拥挤”，留
有大量的“留白”，使得问卷显得较为容易完成．选
择项可垂直排列，相互间清晰可分且格式保持相

同．跳跃模式用箭头或其他图示显示．可以使用一

些独特 的 格 式 以 区 分 不 同 的 问 卷 指 令（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将多 页 问 卷 打 印 成 小 册 子 的 格 式 通 常 是

最具吸引力及简便使用的问卷［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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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二分法求方程的近似解的教学实录与反思

曾宪安　（江苏省徐州高等师范学校　２２１１１６）

　　作者简介：曾宪安，山东临朐人，１９６２年２月生，１９８１
年７月毕业于山东省昌潍教师进修学院数学系，１９８５年７
月毕业于徐州师范学院数学系（函授），１９９３年６月获山

东省数学评优课一等奖，１９９５年被评为山东省教学能手、

中学数学高级教师，１９９７年３月被评为铁道部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１９９８年９月获中国数学奥林匹克高级

教练员称号，２００２年９月被评为江苏省中学数学特级教

师，２０１０年１月被评为教授级中学数学高级教师；在《数

学通报》等刊物发表文章百余篇，主编参编书籍３０余部．

１　基本情况
１．１　学情分析

教学进度情况：高一学生在系统地学 习 了 指

数函数、对数函数和幂函数的基础上新增加了一

节函数与方程，本节内容的第一部分是函数的零

点，学生在学习了函数的零点的概念和零点的存

在性定理的基础上学习第二部分，用二分法求方

程的近似解．这一部分需要两个课时，本节教学为

第１课时．
学生情况：江苏省四星级高中高一普 通 班 学

生，学生数学基础扎实，数学思维能力较强．
１．２　教材分析

二分法是《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实验）》新
增的内容之一．笔者有幸在一次市级公开选拔赛

中为高一学生上过这节课．从笔者对课程标准的

理解教学实践的角度看，增加这部分内容的主要

目的，一是加强函数与方程的联系，突出函数的应

用，用函数的观点看待某些方程，通过研究函数的

某些性质，把函数的零点与方程的解等同起来；二
是二分法这部分内容较好地体现了算法的思想，
其有效、规范的求解过程，可以为后面学习算法积

累基本数学经验．
教学目标　（１）了解求方程近似解的一种方

法———二分法；（２）在求解问题的过程中，通 过 运

用现代教育技术等手段，探寻不同的求解方法，充
分暴露思维过程，感受数形结合和算法的思想，提
高自主探索、合作交流的能力．

教学重点　用二分法求方程近似解的步骤．
教学难点　数形转化的过程和算法思想的渗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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