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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教师作为“人类科学文化宝贵遗产的继承

者、传播者和创造者”，其工作承载着教学、科研和社

会服务三大职能。教师应该且必须关注学科发展的新

动向且积极投身于科学研究，通过科研来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用最新的科研成果来丰富课堂教学，保证

教学质量，服务社会。
高校教师通过科学研究，真切体会求知的过程和

科学的精神，使自己的教学有更新的内容，更多的信

息和更高水平的发挥。同时，教师通过教学更好地传

播和运用自己最新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教学更具活

力、更具影响力。如果每一位教师都能建立起教学必

须和教研、科研相结合的意识，并将教研、科研作为工

作中的自觉自愿行为，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以及教师整

体素质就有了根本的保障。高校教师不仅应该有科研

的意识和热情，还应该掌握科研工作的一般步骤，讲

究在科研中正确应用统计分析方法。
一、课题研究的一般步骤

课题研究方法必须遵循人们认识真理的基本规

律，那就是理论来源于实践，而又必须受到实践的检

验。人们通过联系实践的多次循环认识，逐步掌握事

物的客观规律。具体地讲，课题研究的一般步骤如下。
（一）确定课题

社会现象，包罗万象，要从中确定研究的课题不

是件容易的事。首先，课题的研究必须具有社会价值；

其次，还要考虑人力、物力的可能。以社会学为例，研

究课题除了少部分来源于社会学理论外，大部分来源

于当前的社会现实和要解决的实际问题。
（二）了解情况

在确定研究课题之后，通过查阅文献和向相关专

家了解本课题已有的进展。同时，更重要的还要向社会

进行了解。运用个案调查、典型调查进行探索性研究，

了解人们现实的想法与动态，以便取得第一手资料。
（三）建立假设

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明确研究的范围，并在初步

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一定的想法和建立假设。举例说，

如果我们确定的课题是有关生育意愿的问题，那么通

过探索性研究发现，文化程度高的人，希望生育的子

女数，就比文化程度低的要少些；城市的居民又比农

村的居民希望生育的子女数要少些。研究中我们不仅

讨论孤立的社会现象，诸如：希望生育的子女数；文化

程度；地区等等。同时还要研究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

如：希望生育的子女数与地区之间的联系；希望生育

的子女数与文化程度之间的联系。这称作命题或模型

的研究。不过，这些命题或模型只是一种初步想法，或

称假设。最终能否成立，还必须通过实践的检验。
（四）确立概念和测量方法

通过上例可以看出，课题研究中，通常需要采用

适当的术语或概念来描述所研究的对象。例如，上例

中就应用了“生育意愿”这样一个概念。概念是进行研

究的基本单位，它犹如建筑大厦中的基石。通过它，才

能建立起整体间的联系。概念一般具有抽象的属性，

没有时空的限制。
概念是抽象性的。概念不仅包括人们习惯了的一

些术语，例如：性别、职业、文化程度，同时还包括根据

研究需要所设计出来的术语（也叫构念），例如社会

化、都市化、社会角色等等。只有概念是不够的。为了

进一步的定量研究，研究者必须对所应用的概念建立

定量测量的方法。犹如自然科学中仅有温度的定义和

公式还不够，还必须有人来发明温度计来测量温度一

样。用来模拟概念或构念的一串可以观察、可以测量

的指标被称作概念的操作化定义。如：用于描述“都市

化”这一概念的妇女就业人数、子女数、交通、通讯手

段等等指标。用于描述“子女偏重”这一概念的子代抚

育费与家庭平均消费的比较；子代过生日与长辈是否

过生日的比较；花在子代闲暇时间的多少等等。
概念和构念的表现形式往往具有多值性。因此，

概念可以看作统计分析中的变量，而各种表现形式就

是变量的不同取值。例如性别是概念，也是变量，而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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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就是变量的两种可能取值。
（五）设计问卷

问卷由一组与研究目标有关的问题构成。这些问

题是根据概念操作化所提出的。问卷所包括的问题内

容一般有：事实、态度与看法、行为趋向和理由四种。
问卷的回答有两种方式：封闭答题式和开放答题

式。封闭答题式一般有多种答案供选择，这种问卷在

大规模调查中经常使用。封闭答题中答题的设计，取

决于研究人员对问题实际情况了解的程度。为此，在

探索性研究阶段，不妨采用开放答题式，以便收集到

更多的活思想、新情况。
（六）试填问卷

试填问卷的目的就是把问卷发给研究对象中的

少数人试填，以便使问卷设计不周或遗漏之处，尽量

在试填阶段予以纠正。否则，当大规模调查一经开始，

纠正起来将相当困难，甚至不可能。
（七）调查实施（抽样调查）

问卷设计好了，下一步就可以开展大规模调查

收集资料了。课题研究中一般采用抽样调查。即便如

此，一般调查人数也在数百人以上。因此，对于大型

抽样调查，培训访问员协助调查是必需的。但研究人

员在问卷调查中，自己也要参加一部分实地调查，以

便及时发现问题，指导访问员和对访问员进行质量

检查。
（八）校核与登录

问卷回收之后，应立即逐份进行校核，看看是否

有填错或明显不合理的部分。例如初婚年龄过小或家

庭成员之间关系前后填写有矛盾，或编码不合理等

等。情况发现越早，纠正起来越方便。否则，事过境迁，

无论访问员或被访者回忆起来，都将十分困难。问卷

校核之后，可以将资料录入计算机保存起来，以便进

一步处理。
（九）统计分析与命题的检验

问卷回收的资料还只是原始的数据，它必须经过

整理、归纳与分析，才能作为研究命题或假设的凭据。
而资料的整理、归纳、分析以及如何收集资料，正是统

计分析所要讨论的基本内容。
通过统计分析，可以进行以下几方面工作：检验

最初研究阶段的命题或假设是否得以证实或部分证

实，并在此基础上对研究内容提出建议和确定进一步

的研究方案。
进行统计分析，其计算量一般都很大。目前这些

大量复杂、令人困倦的计算工作，一般都委以计算机

去完成。常用的统计软件有：spss、sas、马克威等等。
总结以上课题研究的步骤，可以看出课题研究包

括两个必不可少的层次的结合：抽象层次和经验层

次。抽象层次包括前面列举的一、二、三步骤，主要目

的在于确定课题、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假设的关

系（命题）或一组命题。但作为科学研究，仅此还不够，

还必须达到经验层次的支持与证实。为此，必须收集

数据。而概念与收集之间必须通过观察与度量才能使

研究得以量化。这就是研究设计的概念操作化。作为

研究，一般都要分析现象与现象之间的关系，因此，在

对概念进行操作化，收集数据的同时还要对所假设的

命题或理论进行测定、分析与检验。
二、课题研究中的统计分析应用

上图中，理论和假设指导我们应该收集那些资

料，它是研究的基础，是定性的研究；而实践和经验概

括则要解决资料如何收集，如何整理，如何分析和如

何推论。下面用该科学研究进程图来分析在研究的哪

些环节需要运用统计分析。
首先，在理论和假设阶段，基本上应用定性分析。

对于操作化手段，也不是统计分析所能解决的。因为，

它取决于研究人员对问题理解的深度和研究水平。正
如医生对病情的询问，必须弄清楚哪些疾病可能会有

哪些特征一样，否则将是无的放矢。
可见，理论、假设的定性研究是进一步定量分析

的基础。而没有操作化手段就无法完成定性研究向定

量研究的转化。因此，理论、假设、操作化都是统计分

析的前导。或者说，统计分析是否确有价值、是否正确

都是以先导研究为基础的。
其次，在实践和经验概括阶段，要完成资料的测

量和度量，为此要研究资料如何收集、整理、分析和推

论，以便验证初始的理论、假设。这时需要用到统计分

析。但是要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完成是一个整体。例
如，正确的分析来源于正确的收集资料，因此，如果数

据的分析没有按照统计分析的要求去做，或者资料的

收集不可靠，那么统计分析的结果就可能是虚假的。
而我们知道，虚假信息甚至比没有结果还会产生更大

的危害。因此，科研中统计分析的前导，不仅包括理

论、假设、操作化，而且包括科学地收集数据、回收资

料的信度和效度。这些条件就构成了统计分析能否被

成功运用的前提和假定。可见，统计分析在调查研究

中的功用，主要表现在经验层次的大面积数据处理方

面。当然，也不排斥在定性研究阶段，应用统计技术对

资料的信度和效度作一定的评估。
总之，在对资料进行分析之前，一定要注意使用

统计分析的前提是否满足资料的信度和效度；资料收

集的科学性；资料在总体中的分布；统计分析的要求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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