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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 QQ 平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 是最近我们在一项心理调查中尝试采用的访谈方法。这种新的访

谈方法是访谈原理与网络技术相结合的产物。QQ 访谈法的运用 , 在客观上 , 补正了面对面的现场访谈法

的不足之处。本文结合我们实际运用 QQ 访谈法的体会 , 试就 QQ 访谈法的优缺点及应注意的问题等作

一简要的论述 , 以期这种新的访谈方法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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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Q”访谈法: 现场访谈法的一个有益补充
□ 辛朋涛 段兆兵

一、QQ 访谈法的运用背景

通过 QQ 平台获取所需要的信息 , 是我们在最

近 一 项 心 理 调 查 中 尝 试 采 用 的 访 谈 信 息 收 集 方 法 。

QQ 访谈法, 顾名思义, 就是利用 QQ 平台来了解访

谈对象的情况, 获取访谈对象的第一手资料。这种新

的访谈形式是访谈原理与网络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

QQ 访谈法的运用, 在客观上起到了补正面对面的现

场访谈法的不足之处。下面结合我们运用 QQ 访谈

法的体会 , 论述 QQ 访谈法的优缺点及应注意的问

题等。

“QQ”, 原名 OICQ, 是一种即时聊天工具。借

助这个工具, 个人电脑在连线状态下, 透过一个小视

窗能与他人对话。“OICQ”的名称是英文“Oh, I

Seek You”或“I See You”的音译, 网友简称其为

QQ。从类型上划分 , QQ 可分为纯文本和语音聊天

两种形式。纯文本聊天, 主要是通过电脑打字的方式

收发信息, 聊天效果主要取决于交流双方打字的速度

及准确程度, 优点在于能保留聊天记录, 在当事人需

要时, 还可对聊天记录进行复制; 语音聊天则主要借

助麦克风向对方传递语言信息, 类似于我们平时打电

话。采用语音聊天, 可使表达和理解更容易, 排除了

使用单一的文字方式聊天时, 用自己的语气和理解方

式来读对方打出来的字时的误解。而且, 语音聊天在

单位时间内接发的信息要远远超过纯文本方式, 不足

之处是语音信息稍纵即逝 , 若要保留则需要录音设

备。至于视频聊天, 它不是一种可独立存在的聊天方

式, 要与纯文本或语音的方式相结合。

由于 QQ 平台在语言交流方面的独特优势 , 目

前 , QQ 注册账户超过 4.3 亿 [1]。但遗憾的是 , 多数

人主要利用 QQ 平台“消遣”或“交友”, 且使用的

主体以年轻人为主。这一现象促使我们不断思考这样

一个问题 : 难道 QQ 平台就不能在其它方面有所使

用吗 ? 为什么至今没有运用 QQ 平台进行访谈的先

例呢? 之所以科研人员较少运用 QQ 平台实施访谈

的可能原因在于, 一方面科研人员“无意识”利用网

上聊天这种交流方式。传统上的访谈法往往是“被奉

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 因此往往成

为对于今天的束缚。” [2]另一方面一些科研人员可能

对网上聊天存有偏见。多数科研人员虽然也通过网络

来获取必要的科研资料, 但他们对网络聊天的态度是

谨慎的 , 有的甚至偏激地认为网上聊天是“废话连

篇 , 浪费时间。”很清楚 , 一些科研人员对网上聊天

的态度有点偏激, 这种态度不但会影响到其他人对网

上聊天这种交流方式的公 正评价 , 而 且 阻 碍 了 QQ

平台用于科研的机会。的确 , 在当今的科学研究领

域, 鲜有人运用 QQ 平台进行访谈。我们没能发现此

方面的文献。其实 , 这不但导致了网络资源的浪费 ,

而且延缓了新技术在科研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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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QQ 访谈法的优缺点

勿庸置疑, QQ 平台是一把“双刃剑”。虽如此,

“是否运用它”的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所

以, 我们每个人, 包括科研人员, 都应该极力利用网

络之“长”来补己之“短”, 而不应采取单纯的否定

态度, 这样才是对 QQ 平台的正确态度。同时, 传统

的现场访谈法先天存在的一些缺陷也需要得到合适的

弥补。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 我们在一项关于教师教

学动机的研究中尝试利用 QQ 平台作为访谈的主要

媒介, 从而革新了访谈的方法, 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

了调查者与被访者的利益双赢。

具体来说, 运用 QQ 访谈法有以下的优点:

1. 能获得较多的实情。在传统的现场访谈法中,

被访者常因怀疑调查者的动机, 存有较大的“戒备心

理”, 对素不相识的来访者常不敢透露真情 , 或因无

意误解、其他人在场、调查者访谈技巧不佳等原因而

造成信息的失真。在 QQ 式访谈中, 由于调查者与被

调查者不是活生生的直接接触, 这就在较大程度上避

免了被访者的“戒备心理”, 可得到较为真实的信息。

另外, QQ 式访谈对调查技巧的要求也没有现场调查

法那样高 , 而且排除了他人的“干扰”, 尤其是 , 在

调查者作了诸如“我们的访谈仅用于科研的目的, 与

个人前途、政绩等无关, 所以请您谈出自己的真实想

法, 反映出真实的信息”之类的说明后, 绝大多数匿

名的被访者也愿意透露“真情”。心理学的研究已证

实, 在匿名的情况下, 个体犹如戴着面具的人, 容易

去个性化, 表现出真实的自我。

2. 访谈可以灵活安排。QQ 式访谈减少了时间、

地点因素对访谈的限制, 交流双方可以在彼此方便的

任何时候、任何有 Internet 连接的地点进行交流 , 这

是现场访谈法所不具备的优点。运用 QQ 式访谈, 一

般不会像现场访谈法那样容易打扰被访者的工作或休

息 , 从而引起被访者的抵触情绪。而且没有“第三

者”在场 , 不用担心第三者“泄密”。除此外 , QQ

式访谈允许交流双方控制交流进程, 它克服了面对面

交流的障碍, 允许交流双方有充分的时间反应 , 这样

就避免了现场访谈那样“提了问题后就要求马上回

答”的紧张, 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访谈的质量。

3. 易于选取被访对象。理论上讲 , 在现场访谈

中, 访谈者也可以自主地选择被访对象, 但由于被访

者常有“时间冲突”、“利益顾虑”等的干扰,并非都

愿意接受访谈, 因而, 尤其在对单位中的个人实施访

谈时 , 调查者接触的对象大都是领导指派的访谈对

象 , 这 些 人 要 么 是 工 作 中 的 “ 能 手 ”, 要 么 是 尽 说

“赞扬话”的领导“关系人” ( 即与领导关系亲近的

人) 。访谈这样的对象 , 虽也可得到一定的信息 , 但

得到的信息则主要是“一边倒”的正面信息, 这显然

与我们“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研究初衷存在较大

的距离。现场访谈在选择访谈对象上的局限性显而易

见 , 而运用 QQ 式访谈法就可较好避免此类事情的

发生 , 因为调查人可以根据调查对象自愿提供的 QQ

号码自主选择被访的对象, 而与领导无涉, 当然, 这

里说的“自主选择被访对象”也要以对方自愿为前

提。

4. 时间、金钱的消耗相对较少。一个明显的事

实是, 运用 QQ 访谈法,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不必在宾

馆住宿, 不必在旅途上长时奔走, 而只需要在网吧或

办公场所、家中花上少量的上网费即可。如果是“包

月用户”或局域上网, 花费就更少。可见 , QQ 式访

谈不但可为调查者赢得更多的自主时间, 同时也减轻

了经济上的负担 , 更不用为住宿、坐车等事宜而发

愁。

5. 可以真实、完整地保留访谈记录。无论是纯

文本聊天, 还是语音聊天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保留访

谈记录。访谈记录, 对调查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因

为这是调查人进行质化分析的原材料。在现场访谈

中 , 为了得到这样的记录, 调查者不得不匆忙记笔记

或者谨慎录音 , 但其效果远逊色于 QQ 式访谈留下

的记录。特别是, 现场记笔记或录音易引起被访者的

戒备心理, 被访者由于害怕给调查者留下证据, 不但

在说话方面小心翼翼, 而且往往会言不由衷或言犹未

尽。然而, 通过 QQ 式访谈留下的记录则有力避免了

这种弊端的出现, 因为被访者不但看不到调查者手中

的笔或录音设备, 也不存在调查人身份、地位、技巧

等因素的影响。而且, QQ 式访谈记录的内容也比较

清晰, 不需进行较多的文字整理。

QQ 访谈法的优点的确很多, 但它也存在自身的

局限性。它的局限性突出表现在: 访谈的对象并不广

泛。热衷于 QQ 的人, 绝大多数是十七、八岁至二十

七、八岁的青年人, 虽然也有三十几岁的人, 但只占

少数部分, 五、六十岁的人则凤毛麟角。我们调查的

结果也支持这一点 , 在接受我们问卷调查的 1266 个

初中教师中 , 有 QQ 号的为 144 人 , 约占总人数的

1/9, 平均年龄在 26 岁左右, 其中男、女教师约各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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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半。由于 QQ 访谈的对象比较年轻 , 而较少涉及

中、老年人 , 这就使得访谈所得信息有一定的局 限

性。我们知道, 针对一些涉及整体的研究, 比如, 要

研究教师教学的动机, 仅了解年轻教师的动机是远远

不够的。尽管可以通过与年轻教师的对话了解其它年

龄段教师的动机特点, 也可对其它年龄段的教师动机

特点作某种程度的推测, 但推测毕竟是推测, 不能完

全代替真实 , 这就要求 QQ 访谈法与现场访谈法适

当结合。简言之, 倡导 QQ 访谈法并不意味摒弃现场

访谈法, 相反, 要做到二者的优势互补。

三、QQ 访谈法的实施要旨

如何运用 QQ 式访谈法呢? 运用 QQ 访谈法应

注意哪些问题呢? 根据我们的经验, 要发挥 QQ 访谈

法的优势, 筹划准备显得十分重要。不管 QQ 访谈法

如何好, 如果不去充分地准备和筹划, QQ 访谈法的

优点也难以发挥。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 “有一套

很精致的钳工工具。它们都放在那里 , 各有各的位

置, 各有各的用途。可是, 当人的手还没有接触它们

的时候 , 所有这些工具是什么呢? 是一堆金属而已 ,

只有到了匠师的手里, 才能变成工具。”[3]QQ 访谈法

也是如此, 我们只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并对方方面

面的问题都作了周密的思考 , 才能发挥出 QQ 访谈

法的优势。

在 QQ 访谈中, 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 , 获取被访者的 QQ 号码。知晓被访者的

QQ 号码是进行 QQ 式访谈的首要环节和关键, 而这

一工作与问卷调查相结合最为简便、省事。一般而

言 , 在有访谈调查的研究里大都有问卷调查, 问卷调

查采集的信息主要偏重于量化处理, 访谈调查采集的

信息则主要侧重于质化分析。由于问卷调查与访谈调

查在研究中具有互为依存性, 因而我们可以在设计问

卷时把要获取的 QQ 号码信息作为一个填写项让调

查对象填写, 比如, 可用“您的 QQ:_____________”

的形式。通过这种途径, 我们就可轻易地取得调查对

象的 QQ 号码。

第二 , 设计好访谈提纲。与现场访谈一样 , 访

谈提纲的准备也是不可或缺的工作。准备访谈提纲的

好处在于: 能使访谈内容集中反映所要了解的问题 ,

不至于使访谈偏离谈话的中心。不可忽视的是, 设计

QQ 访谈提纲时, 访谈提纲中所提的问题最好与问卷

调查的内容相一致, 因为访谈内容更多是对问卷调查

信息的进一步说明。

第三, 约定好访谈的时间。一般应不影响被访者

的工作或学习, 更不能打扰被访者的休息。在访谈时

间的确定上, 我们应尽量尊重被访者的意见。可通过

打电话的方式与被访者进行约定, 也可通过聊天方式

确定正式的访谈时间。

第四, 要根据情况选用合适的聊天类型。在时间

相对宽松的情况下 , 我们可选用纯文本聊天的方式。

这种聊天方式虽说费时较多, 但有留下聊天文字记录

的好处, 省却了调查人再度整理聊天原始内容、使其

“文本化”的麻烦。但是 , 并非每个被访者的时间都

很宽裕 , 也并非每个被访者都有很好的“耐心”, 尤

其是调查者想了解被访者更加详细的信息时, 通过文

本聊天的方式就更显得心手不一、速度太慢。所以在

被访者公务繁忙或需要深度访谈的情况下, 选用语音

聊天的方式比较适宜。虽有设备和事后整理的烦琐 ,

但借助这种聊天方式速度特快 , 具有极好的语音效

果 , 可代替长途电话, 能最大限度地从被访者那里获

取信息。另外, 在调查者与被访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时, 为了增强可视化效果, 还可以进行视频聊天。

最后, 要掌握提问的技巧。调查者所提问题务求

简明、通俗 , 反映实质。具体的提问通常有三种 方

法 : ( 1) 直接法 : 即直截了当地提出一个问题让对

方回答; ( 2) 间接法 : 问的是甲方面 , 实际想了解

乙方面; ( 3) 迂回法 : 即从不同的侧面了解一个实

质性的问题。究竟运用何种提问方法, 要视具体的情

况而定, 不能死搬硬套。

总之, 随着计算机的逐步普及, 越来越多的人会

参与到网上聊天的队伍中来 , 这里面不但有年轻人 ,

还应有一定数量的中、老年人, 应该说 , QQ 访谈法

的前景是广阔的。我们坚信 , 在未来, QQ 平台用于

科研的机会将会逐步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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