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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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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模块 主要章节 学时

社会研究基础

绪论 2课时

理论与研究 2课时

选题与文献回顾 2课时

研究设计 2课时

社会研究方法

定
量
研
究

测量与操作化 3课时

抽样 3课时

调查研究 4课时

实验研究 4课时

定量资料整理和分析软件 2课时

定
性
研
究

实地研究 4课时

案例研究 4课时

定性资料整理和分析软件 2课时

研究结果与伦理 撰写研究报告与研究伦理 2课时



课程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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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成绩由考勤、课堂练习、课堂发言和学期作业4部分构成：

成绩组成部分 所占比例 考察层面

日常考勤 10% 个人

课堂练习

（分组考核）

20%

多次作业

当堂提交

A4纸

小组

课堂发言 10% 小组

学期作业 60% 个人



学期作业

根据工作中遇到的公共管理问题，选择适当的题目，运用至少一种研究方法写出一

份开题报告。

字数6000字以上，务必论述充分、清楚，请用word编辑

具体内容包括五个部分：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与内容、研究方法、论文

框架设计、参考文献

文档排版：上述五个标题请用黑体小四，单倍行距，段前段后各6磅；正文部分宋体

五号，固定行距20磅，段前段后0磅。

Word文档请按照下列格式命名：“《社会研究方法》学期作业---作者---论文题

目.doc”

电子版终稿，由学习委员收齐后集中提交到邮箱sunfei@lzu.edu.cn，并请电话确认收

到，过时不候。纸质版的终稿请打印装订后提交到学院办公室。

给分依据：选题是否有进行研究或者思考的价值；论述是否充分；逻辑是否清晰；

方法选用是否适当，使用是否合理；初稿是否在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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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教材与讲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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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学习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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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绪论

章节导引

核心概念：
研究、研究方法

学习内容：
•社会研究的概念和特征

•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社会研究的基本过程

学习重点：
社会研究的特征、社会研究方法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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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课程思政设计：

在吸收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众多流派提出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

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对不同流派实证主义研究理念与方法的比较，确立马

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的主导地位，强调和

突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指导我们进行社会研究的

最基本方法论原则，引领学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证

研究中的重要意义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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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1 绪论

 社会研究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教育工作者、行政管理人员、政府官员、商界领袖、社会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

医疗健康工作者，都会将社会研究成果和原則运用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中。

社会研究成果可以指导我们养育子女、減少犯罪、提高公众健康水平、销售产品，甚

至理解自己的生命意义。社会研究成果在书报杂志上和广播电视节目中随处可见。

• 学校开设的反对暴力的课程收效很好；

• 公路上的戒酒检查站有效地降低了酒后驾车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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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社会研究的概念与特征

1.1.1 社会研究相关概念

 研究

• 广义来说，其实每个人都在做研究：我们都在捜集资料，回答问题以解决难题。

• 难题：需要福特公司野马型汽车（1965年生产）用的汽缸床垫片。

• 研究：打电话给汽车零件商，或上网查询哪里有存货。

• 难题：想知道篮球明星迈克尔•乔丹的出生地。

• 研究：查阅名人辞典，或到Google上在5000多万份有关乔丹的资料中去挑选。

• 难题：想知道更多关于新品种热带鱼的新发现。

• 研究：上网搜集报纸或杂志里的文章。

• 所谓研究，就是一个提出问题，并以系统的方法寻找问题答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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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

• 对“社会科学”的定义涉及到对知识的分类问题，目前比较流行的方法是根据不同的

研究对象领域将知识分成自然的、社会的和人类思维的三大类别，与此对应的研究领

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

• “社会科学”是一个相对晚出的概念，是近二三百年才发展出来的一个学科群。其任

务在于阐述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

• 1980年版的《美国百科全书》认为，“社会科学”主要是指那些对人类关系进行学

习和研究的领域。

•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认为，“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

象的科学。

• 根据《美国百科全书》的观点,“人文科学”是有关人类思想和文化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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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研究

• 社会研究（social research）是一种以经验的方式，对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态度

、关系，以及由此所形成的各种社会现象、社会产物所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

• 社会研究是科学的一个部分，它的目标是探索和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

• 让社会科学研究引导决策

• 2011年，美国国会在讨论砍掉国家科学基金会下设的社会、行为和经济科学理事会。《纽

约时报》的David Brooks撰写了《The Unexamind Society》一文表示反对。

• 对人类行为及背后的人性认识得越深入，社会项目就越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 美国很多社会项目的决策或实施，背后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支撑。

• Pennsylvania Health Care Cost Containment Council（PHC4）--- Annual Report

2023/6/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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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社会研究的特征

 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

• 社会研究的对象必须包括作为社会主体的人，人的社会行为，以及由人们的行为所构

成的各种社会现象。

• 社会研究的某些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部分自然现象，但自然科学研究的是自然现

象本身，而社会研究探讨的则是自然现象与社会世界的关系。

 研究的方式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

• 可观察的人的行为，人所创造的东西以及以语言为中介的意见和关于态度、价值判断

、意愿等，都属于经验上可感觉的社会事实。

 研究的问题是科学的，而非判断的
2023/6/21 14

经验作为实践的同义语使用,一方面是指科学要由实践
和经验来检验或证明。另一方面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经
验(experience)有时是与实践(experiment)并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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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社会研究中的困难

 人的特殊性

• 社会研究的对象是人、人的行为，以及由人和人的行为所构成的社会现象和社会产物

。人是一种有思想、有感情、有动机、对社会研究的活动有反应的研究对象。他们有

自我意识，也有主观意志。因此，他们可能会不与研究者合作，他们也可以为了个人

的利益或其他原因而采取出人意料的行为。

• 人所具有的主体意识可以控制、影响和改变人们的具体行为。

• “霍桑效应”就是当人们在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或者观察的时候，会刻意去改变

一些行为或者是言语表达的效应。

• 也正因为人的这种特殊性，使得社会研究中对各种社会现象、各种社会行为的解释和

预测，就常常达不到自然科学中所能达到的那样高的准确程度。



研究的干扰性

• 对人们的社会行为进行研究，这种行为本身就有可能改变它所研究的行为。

• 无论是采取观察的方法，还是采取调查的方法、实验的方法，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

种干扰和影响。

• 假设我们希望研究城市居民闲暇时间在家庭中的生活内容及其方式。当我们采用观

察的方法进行这项研究时（即当我们的观察员进入到所观察的居民家庭时），这些

普通居民家庭的实际的闲暇生活方式肯定会被观察者的出现和参与所干扰。

• 观察员所“看到”的，实际上是受到观察者出现的影响后的状况。如果当时没有观

察者的出现，实际状况可能会是另一种样子。

2023/6/21 16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 研究对象的复杂化，使得研究所涉及的相关因素更多。

• 人既作为一种生物个体，同时又作为一种社会个体的事实，决定了导致一种社会行为

发生的原因是极其复杂的，它必然涉及许多社会的、心理的、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

的因素。

• 客观现实是，社会生活中人们的不同行为既会受到个人特定的生理因素、心理因素的

影响和制约，还会受到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家庭背景等

）、他所具有的社会关系，以及他所形成的社会互动的影响和制约。

• 因此，社会研究者通常比自然科学研究者要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变量，他们往往也更

难分清现象的原因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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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受到特定的制约

• 社会研究除了会受到与自然科学研究相同的各种自然条件的限制以外，有时还会受到

伦理的、政治的因素的限制。

• 在自然科学研究的各种对象面前，自然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对它们“任意处置

”。无论是往溶液中添加各种不同的试剂，还是给小白鼠注射不同的药物，只要是研

究目标的需要，研究者都可以反复地进行。

• 然而，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必须十分谨慎地在自己的研究与人们的尊严、权利、利

益之间，在自己的研究与社会的伦理、道德、法律、规范之间，划开明确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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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客观性的困难（质性研究）

• 与自然科学家不同，社会学家本人也是他所研究的对象的一部分。因此，社会研究者

在研究过程中要像自然科学家那样保持一种客观的、超然的态度，就要困难得多。

• 自然科学家与他所研究的对象之间，往往不会产生情感上的纠葛。他不会对他所研究

的对象产生同情、厌恶、喜欢、钦佩等情感。

• 而社会研究者则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陷人这种“情感纠葛”之中。所研究对象的状况、

处境、经历，以及行为、态度、价值取向，常常在社会研究者的心中产生某种“共鸣

”或“印象”。

• 而研究者主观上的这种情感体验，往往又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到他对资料的反应和对

研究结果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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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特殊性

研究的干扰性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

研究受到特定的制约

保持客观性的困难

课堂作业：给上述社会研究中的各种困难举出具体的例子，并予以分析



1.2 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方法

• 从语义学的解释是“按照某种途径” 。

• 指的是人的活动的法则。

• 是人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而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行为。

 研究方法

• 是从事研究的计划、策略、手段、工具、步骤以及过程的总和，是研究的思维方式、

行为方式以及程序和准则的集合。可以从三个层面进行探讨：

• 方法论，即指导研究的思想体系，包括基本理论假定、原则、研究逻辑和思路等；

• 研究方法或方式，即贯穿于研究全过程的程序与操作方式；

• 具体的技术和技巧，即在研究的某一个阶段使用的具体工具、手段和技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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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方法论

• 主要涉及社会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方法论的对立，不

仅关系到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直接影响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及其运用。

 实证主义方法论

• 最具代表性的实证主义者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其基本观点：

•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一样的，都是纯客观的，社会现象的背后存在着

必然的因果规律。因此，社会科学可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

• 经验是科学知识的唯一来源，并且也是科学知识得到验证的唯一标准。

• 社会科学无需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而应该采取“价值中立”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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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以后，实证主义方法论在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

会学经验研究在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发展出一套比较完整的、具体的、可操作的

，具有模式化、程序化和精确化特点的研究方法。

• 必须建立与经验事实相联系的，并能说明现象之间关系的理论假设；

• 社会研究过程要有自己固定可以操作的研究程序或步骤，可以按照同样的程序重复

研究过程，对先前的研究加以验证；

• 由此形成一套测量技术，使得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逐步达到精确化的水平。

•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计算机和统计分析技术在社会研究中的推广使用，使

得测量工具精确化成为可能。

• 相关链接：把科学理性主义拓展到人们的行为中——涂尔干学派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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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主义方法论

• 比较极端的代表人物是德国哲学家威廉·狄尔泰，坚决反对实证主义把自然科学方法论绝对

化，强调人文科学的特殊性及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

• 另一代表人物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其方法论思想介于狄尔泰和涂尔干之间。

• 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主观意识的结果；当人的自由意志以理性的形式表

现出来时，人们可以通过了解人的理性预测人的行动。

• 自科方法在社科研究有着重要地位，但不是唯一的。人的行动客观性，可以采用自科方法；人的

行动的主观性，只有联系具体的历史背景，建立一种概念工具等才可以理解。

• 价值中立要以“价值关联”为前提。价值关联是和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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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研究方式

• 研究方式（research mode)指的是研究所采取的具体形式或研究的具体类型。可划分为四

种主要类型，即调查研究、实验研究、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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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式 子类型 资料收集方法 资料分析方法 研究的性质

调查研究 普遍调查
抽样调查

统计报表
自填式问卷
结构式访问

统计分析 定量

实验研究 实地实验
实验室实验

自填式问卷
结构式访问
结构式观察

量表测量

统计分析 定量

质性研究
民族志

扎根理论
观察
访谈
实物

定性分析 定性

案例研究

个案研究
观察
访谈
实物

统计资料
原始数据

统计分析

定性分析

定量

定性多案例研究

• 每一种方式可以

独立地走完一项

具体社会研究的

全部过程。

• 不同的研究方式

也分别被用于不

同的研究目的



• 1.2.3 具体方法和技术

• 指的是在研究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资料收

集方法、资料分析方法，以及各种特定的

操作程序和技术。

• 资料收集和分析是社会研究过程中的两项

重要任务，与四种不同的研究方式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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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社会研究方法的特征

科学性

• 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应该是理论的科学性和研究方法、技术科学性的统一

• 不同的理论对相同事实的解释有可能不同。例如：马克思和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客观性

• 研究者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要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获得的经验事实是客观的。

• 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异质性较高的社会，人与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不同

文化之间存在很大差别；缺乏经过反复验证、高度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理论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共处于同一的社会，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互动

工具性

• 依据社会研究方法对社会各类现象进行研究，起到描述、解释、预测和咨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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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中国养育二胎的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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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

实验法 调查法 质性研究 案例研究

定量分析 定性分析

得出研究结果

选择研究问题

1.3 社会研究的基本过程

研究过程示例：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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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理论与研究

章节导引
核心概念：

理论、概念、变量、假设

学习内容：
•理论的层次与判断标准

•理论的构成要素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

学习重点：

变量类型、假设成立标准、理论建构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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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课程思政设计：

本章内容将全面贯彻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基本原则，使学生深刻领会实

践是认识发生和发展的基础，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基础，任何理论都

来源于对实践问题的探讨与总结。每一个研究者都应该在实践中发现问题、

提出问题，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论，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首要

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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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2 理论与研究

• 只有通过理论化的过程，我们才能提炼认识，积累知识，才能更好地理解我

们所熟悉的世界。

• 理论来自经验的实践；

• 理论是一种抽象的、系统的认识；

• 理论的目标是对经验现实作出解释。

• 理论是以一种系统化的方式将经验世界中某些被挑选的方面概念化并组织起

来的一组内在相关的命题。

• 大多数的理论，往往具有两层以上的假设或命题。较低层次的假设或命题可以由较高

层次的假设或命题演绎或推论而来，而这种推论所依据的则是逻辑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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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理论

• 以全部社会现象或各种社会行为为对象，提供一种高度概括的解释框架。比如马克

思主义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作为理论背景。

中观理论

• 以某一方面的社会现象或某一类型的社会行为为对象，提供一种相对具体的分析框

架。例如社会流动理论、社会分层理论。

微观理论

• 是一组陈述若干概念之间关系、并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命题，其中一些命题可以通

过经验检验。比如，“高的受教育程度倾向于低的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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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理论的层次与判断标准



解释范围越广泛的

理论越是好的理论

解释越精确的理论

越是好的理论

结构越简练的理论

越是好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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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应用理论的示例：

“知乎”应急管理相关话

题论证模式分析

“知乎”应急管理相关话题论证模式分析.pdf


命题与
假设

变量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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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的构成要素

概念

• 概念(concept)是人们将现实生活中观测和感受到

的, 具有某种共同属性的一群相关联现象进行概

括和抽象而得到的思维产物。

• 当人们听到某类概念时，大脑中自觉,不自觉地会

涌现出与此概念相关的一组具体现象，心理学称

之为思维心象(mental image)。

• 概念形成要经过一个概括相关事件（心象）共性

的过程，人们通过一组心象形成概念的过程称作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



• 概念的“公用”和概念化过程的“私有”

 人们对某个概念（如豪爽、精明）具有共同知识，可以沟通，但人们的概念化过程

各异。

 研究者要对自己使用的概念进行清晰地界定（不一定要读者同意），并具有清晰的

“心象”，以便沟通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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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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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外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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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

• 所谓变量（variable),就是具有不同取值、不同的子范畴、不同的属性，或者是指按逻辑

归类的一组属性，其属性在幅度上和强度上的变化强度可以度量（可观测性） 。而那些

只有一个固定不变取值的概念，则叫做常量。

• 变量和属性的辨析

两者的概念密不可分，但属于两个层次：变量包含若干属性，属性总是依附某个变量而

言的。如：性别：男或女。

 变量的意义

在管理研究的各种基本要素中变量处于中心地位，概念、名词等对于变量起到铺垫作用

，而后续的假设、理论、分类等要素，都是以变量为出发点，表述变量之间的各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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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量类型

 自变量，也叫预测变量，视为影响或决定因变量

的变量，是因变量发生变化的前提和原因。

 因变量也叫“效标”是由其他变量引起变化或决

定的变量，它对自变量的变化做出响应。它是研

究者企图解释或探索属性变化原因的变量。

 中介变量是介于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变量。

 调节变量是影响自变量和因变量关系的方向、强

度的类别或连续的变量。

 控制变量是指对因变量有影响，且其影响必须被

排除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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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自变
量

因变
量

中介
变量

调节
变量

控制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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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变量 中介变量 因变量

调节变量

控制变量

归结为
研究工作 探索变量与变量之间关联的“新发现”

示例：个人权力感对进谏行为的影

响机制——权力认知的视角



 命题

• 命题(proposition)指的是关于一个概念的特征或多个概念间关系的陈述。命题的形式是非真

即伪的陈述句，不存在疑问句、命令句或感叹句的形式。

• 命题类型

1）公理（axiom, postulation）：作为理论推演的起点，从公理可以导出其他的理论命题。

公理本身无法由经验直接检验。如：两点之间,线段最短。

2）定理（theorem）：定理由公理推导出来，它可以由经验检验和证实。如三角形的任意

两边之和一定大于第三边。

3）设定（assumption）：是定理成立的前提条件，不会在研究工作中检验。人们是否接受

研究者的设定问题不大，关键是研究者要在设定下能自圆其说。

4）假设（hypothesis）：待检验的命题，它构成研究的主题。假设的提出和检验是研究工

作的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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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

• 假设（hypothesis)是一种有关变量间关系的尝试性陈述，或者说是一种可用经验事实检验

的命题。

• 如同变量是概念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假设也是命题的特殊形式。假设就是以已有事

实材料和科学理论为依据而对未知事实或规律所提出的一种推测性说明。

• 通过对假设的证实或证伪，可以对比较抽象的理论进行验证，从而使实证研究不再是

经验上的描述，成为理论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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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判一项假设是否成立的三个标准：

1）假设应建立在可靠的理论基础之上。人们可根据常识和个人的知识结构来判断一

项假设的合理性；

2）假设要尽可能清晰、具体的表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清晰有赖于变量界定清晰，

一般假设先描述自变量，它被视为主动的原因变量，然后再界定因变量；

3）假设必须是可以验证的。研究人员在验证假设时，未来工作中变量的度量技术和

方法，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方法都要心中有数，否则难以提出可供验证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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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慰藉假设

• 假设a．女性应该比男性在宗教上更虔诚（假设基础是：一个男权主导地位的社会中，

女性无法在世俗社会中得到满足）

• 假设b．年龄与对宗教的虔诚是正比关系（假设基础是：以青年人为导向的社会，年龄

大的人要比年龄小的人更感到不满足）

• 假设c．社会阶级较低者比上流社会更经常地卷入宗教活动（该假设表明社会阶级地位

较低者在世俗社会中无法得到满足）

• 假设d．单身且无子女者在宗教上更虔诚（假设暗示已婚有子女家庭在世俗社会中更容

易得到满足）

• 艾尔·巴比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宗教对于社会弱势群体是一种“精神鸦片”，可以起到

如同鸦片那样的“慰藉”功能。

• 示例：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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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pdf


2.3 理论与研究的关系

• 理论是指一组结构化的概念、定义和命题，用来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的现象。

• 没有理论，经验性社会研究工具的使用就是经验主义。而缺少经验性的检验，关于社会的

理论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或轻率的意识形态。

• 理论作为研究的基础、背景，为研究提供特定视野和概念框架

• 理论指导研究的方向

• 理论提供研究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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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理论的理解有三点说明：

1）理论是由若干个而不是一个命题组成的。

2）所提出的理论必须能构成一套演绎体系，即要求这种理论在形式上是由多层次的不同

抽象等级的命题构成。

3）理论要能解释现实。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揭示事物情况发生的原因、机理，不论如何抽

象的命题，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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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基于公共价值的政府绩效治理理论

一般公共行政过程

选择机制C 约束机制C 领导机制C

政府绩效管理

绩效控制绩效激励组织模式绩效计划

选择机制B 约束机制B 领导机制B

基本公共价值

价值理念 价值载体

选择机制A 约束机制A 领导机制A

基本社会价值

协

同

领

导

系

统

公
共
资
源
与
公
共
权

力

政
府
绩
效
的
价
值
建

构

政府绩效的组织管理

政
府
绩

效价值实现方式

政府

战略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_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pdf


2.4 理论建构与理论检验

• 2.4.1 理论建构的过程

• 经验现象观察——经验概况——理论解释

•经验概况是指对现象反复出现的规律或特征的总结，或者是对变量之间反复出现的某种相

互关系的一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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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理论检验的过程

• 竞争解释和理论检验的需要

通过比较不同理论对同一现象的解释，从而验证

哪种理论解释更为科学、更为可信。

示例：麦格雷戈：X理论、Y理论

理论检验的步骤

1）说明待检验的理论

2）发展出一组概念化的命题

3）假设的形式重述概念化命题

4）收集有关的资料

5）分析资料

6）评价理论

示例：PV-GPG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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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选题与文献回顾

章节导引
核心概念：

研究问题、文献

学习内容：
•研究问题及其来源

•选题的标准

•研究问题的明确化

•文献回顾

学习重点：

选题的标准、文献阅读方法

502023/6/21



本章课程思政设计：

本章在讲授中重点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应始于“问题”而终于“问题”。

使学生深刻理解：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奥秘正在于“以‘问题’为中心”。

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源于问题，它的发展是因为解答问题，它的停滞是因为

忽视问题，它的创新是因为面临旧理论无法解决的新问题，它的生命力在于

准确把握和解决了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它的使命始终指向人类的生存和命

运问题。这既是“问题”展开的内在逻辑，也是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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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

• 解决一个问题也许仅是一个数学上或实验上的技能而已。

• 而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都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

，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科研选题

• 是从战略上选择科学研究的主攻方向、确定研究课题的过程和方法。

• 研究课题的选择和确定是一个过程，除了要明确研究课题的边界条件，更为重要的是

确定在研究课题中你想解决或探索的问题是什么。

• 现实社会生活、个人经历、相关文献是社会研究问题的最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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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3 选题与文献回顾

3.1研究问题及其来源



研究问题（Research Question)

• 指的是一项社会研究所要回答的具体问题，是一个可以通过研究来进行回答的问题。

• 做这个研究的原因（引言或问题提出）；

• 全篇论文的焦点；

• 引领全文的方向。

研究主题（Research Subject or Research Topic)

• 指的是社会研究所涉及的某一类现象或问题领域。与研究问题相比，研究主题显得相

对宽泛，也更具一般性。

• 比如，婚姻、家庭、社会分层、社会流动等，就是研究主题；而“青年结婚消费的

结构及其相关因素有哪些”则是研究问题。

• 一般来说，一个研究主题中，可以包含许多个不同的研究问题。而选择研究问题的过

程则常常是从宽泛的研究主题开始，逐步缩小到更为集中的研究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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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问题重要吗？（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

e.g:我家狗一天吃多少次骨头？

如何判断重要性：

• 看文献

• 问老师

• 参加学术会议

这个研究问题是可争论吗？（why） ——尚未明确的问题

e.g: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研究问题是太大或者太小吗？

e.g: 1. 政府为什么开展绩效管理？

2.为什么城关区政府在2018年3月开展政府绩效管理？

3.什么因素促成了基层政府开展政府绩效管理活动？2023/6/21 54

3.2选题的标准（好的研究问题）



这个研究问题在既定的时间和地域条件下是可操作吗？

•课程论文？期刊论文？毕业论文？

•时间？人手？经费？样本或案例的可接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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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选题的标准（好的研究问题）



在实际选择一项研究问题时，初学者或缺乏经验的研究者最容易出现的情况， 就是常

常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宽泛的，或者是比较笼统、比较模糊的问题领域， 甚至是某

一类社会现象或社会问题，而不是一个明确的、具体的研究问题。

所谓研究问题的明确化（focus the problem),指的是通过对研究问题进行某种界定，

给予明确的陈述，以达到将头脑中比较含糊的想法变成清楚明确的研究问题， 将最初

比较笼统、比较宽泛的研究范围或领域变成特定领域中特定现象或特定问题的目的。

要使我们所希望研究的问题明确化，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做出努力

• 缩小问题的内容范围

• 清楚明确地陈述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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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研究问题的明确化



1.前人的遗产、巨人的肩膀、已建

好的知识大厦

2.帮助我们省时省力，不必从零开

始

3.找到参考：测量方法、数据分析

方法、研究设计思路

4.找到现有研究的“空白”

5.从优质的input到优质的output

文献回顾

的意义
查找相关的文献

对文献进行选择

实际阅读和分析文献

文献回顾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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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

3.4文献回顾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知网）
•万方资源（含期刊、学位论文、会议、成果等）
•读秀学术搜索
•超星数字图书馆
•万方学术期刊

•Web of Science

•Google学术
•ScienceDirect

•Web of knowledge平台(含SCI，SSCI，AHCI，INSPEC，BCI等)

•EBSCO总平台(含ASP，BSP，PsycInfo，PsycArticle，ERIC，Ebooks等)

•SpringerLink Journals

•JSTOR

•SpringerLink Books

•Reaxys

•ERIC

•ProQuest学位论文全文库
•Oxford Journals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SC)

•Cambridge Journals

《中国社会科学》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

《管理世界》 《Public Performance & Management Review》

《政治学研究》 《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

《公共管理学报》 《 Administration and Society 》

《公共行政评论》 《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

《中国行政管理》 《 Journal of Policy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

基于扎根理论的旅游幸福感构成_以互联网旅游博客文本为例.pdf


如何进行文献阅读

• 阅读文献时，应对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特别注意

• 理论框架和研究背景

• 研究方法，包括研究对象、研究方式、抽样设计、样本特征、资料分析方法等

• 研究的主要结果，包括在讨论部分所提出的观点、所作的推论等

• 自己对该研究的评价，既包括你所认为的该研究的特点和独到之处，也应包括你所

认为的该研究所存在的主要不足。

• 在对全部文献进行了系统的阅读后，需要对自己头脑中的认识进行一定的梳理，对所

回顾的全部文献进行一定的总结。比如，应该考虑一下，在这一特定的问题领域，先

前的研究已做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对于这一特定的现象，现有研究涉及哪些理论？它

们已得出了哪些基本的研究结论？这些研究总体上还存在哪些相对薄弱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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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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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研究设计

章节导引
核心概念：

分析单位、研究设计

学习内容：
• 研究目的

• 研究性质

• 分析单位

• 时间维度

• 研究计划书

学习重点：
研究分类、辨识分析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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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课程思政设计：

重点强调任何有意义的研究设计均要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使学生深刻理解：所谓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指人的思维的逻辑进程或理

论体系的逻辑行程与客观现实发展的历史进程和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过程是

相一致的。这种统一或一致的根据就在于，历史是逻辑的基础，逻辑是对历

史的反映，是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它是由历史派生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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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pter 4 研究设计

• 研究设计（research design）是指对整个研究工作进行规划，制定出探

索特定社会现象或事物的具体策略，确定研究的最佳途径，选择恰当的研

究方法。

• 在社会研究中，当研究课题确定后，接下来的工作并不是马上深入到社会

生活实际中去收集资料，而是要为顺利达到研究课题所确立的目标进行认

真的、周密的规划和设计工作。

• 研究设计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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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设计的例子.docx


探索性研究

• 对所研究的现象或问题进行初步了解，以获得初步的印象和感性认识

• 形成关于所研究现象或问题的初始命题或假设；发展和尝试可用于更为深人的研究中的方法；探讨

进行更为系统、更为周密的研究的可能性。

描述性研究

• 通常是要发现总体在某些特征上的分布状况。主要目的是收集有关总体分布特征的资料，提供有关

总体结构、现象特点等方面的信息。

• 描述性研究在方法上与探索性研究有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突出地表现在描述性研究所具有的系统

性、结构性和全面性上。

解释性研究

• 目标是回答“为什么”，通常是从理论假设出发，经过深入实地收集经验材料，并通过对资料的分

析来检验假设，最后达到对社会现象进行理论解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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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研究目的

探索性研究 描述性研究 解释性研究

对象规模 小样本 大样本 中样本

抽样方法 非随机选取 简单随机、按比例分层 不按比例分层

研究方式 观察、无结构访问 问卷调查、结构式访问 调查、实验等

分析方法 主观的、定性的 定量的描述统计 相关与因果分析

主要目的 形成概念和初步印象 描述总体状况和分布特征 变量关系和理论检验

基本特征 设计简单、形式自由 内容广泛、规模很大 设计复杂、理论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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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

• 侧重于发展有关社会世界的基本知识，

特别是侧重于建立或检验各种理论假设

的经验研究。

• 关注点主要在于探索现象之间的因果关

系，在于增加对社会现象所具有的内在

规律的认识。

应用研究

• 认识现实社会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供特

定的社会政策的经验研究。

• 主要类型包括社会状况研究、社会问题

研究、社会政策研究、社会影响评估等。

• 关注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迅速地了解现

实的社会问题，尽可能广泛地从总体上

描述社会现象的状况和特征，并且有针

对性地提供政策建议等方面。

4.2 研究性质



• 分析单位（unit of analysis)指的是一项社会研究中的研究对象（The people or things

who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 researchers observe, describe and explain.）。

• 分析单位的主要类型：个人、群组（群体）、组织、国家、社会性互动、社会性产品。

• 用社会产品一词来概括那些无法包括进前述几种分析单位类型中去的其他一些分析单

位形式。其范围涉及由人类行为所导致的各种社会产物。

• 书籍、歌曲、图片、公告、建筑、服饰

• 家庭制度、文化传统

• 区群谬误，又称为层次谬误或体系错误，指的是在社会研究中，研究者用一种集群的分析

单位做研究，而用非集群的分析单位做结论的现象。

• 当发现黑人多的“城市”比黑人少的城市犯罪率高时，并不能做出“黑人”犯罪率高

的结论。因为也许是黑人多的城市中白人犯罪多，而使得整个城市中的犯罪率增高。

• 简化论又称做简约论，它指的是研究者用个体层次的资料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现象。
2023/6/21 64

4.3 分析单位



• 横向研究也称为横剖研究，它指的是在一个时间点上收集研究资料，并用以描述研究对象

在这一时间点上的状况，或者探讨这一时间点上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

• 纵向研究指的是在若干个不同的时间点上收集资料，用以描述现象的发展变化以及解释不

同现象前后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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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时间维度



说明研究课题的目的和意义

说明研究的内容

说明研究的理论假设

说明研究的分析单位和抽样方案

说明研究资料的收集方法与分析方法

说明研究人员的组成、组织结构及培训安排

确定研究的时间进度和经费使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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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研究计划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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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作业：根据下列三篇文章，写出研究问题、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结论

基于用户满意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评价研究

邻避危机何以愈演愈烈_一个整合性归因模型

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
的调查

分小组汇报

file:///D:/教学/社会研究方法/2016 Spring MPA/基于用户满意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评价研究.pdf
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pdf
地方政府信用影响因素及影响机理研究——基于116个县级行政区域的调查.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