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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教学大纲 
(2013年修订) 

专 业：社会工作专业与行政管理专业 

课程名称：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授课班级：2012 级社会工作、行政管理 

开课学期：第三学期 

授课教师：罗杰群 陆春萍 王兰 王琪瑛 

总 学 时：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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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5+2.5 人才培养模式通识课程教学大纲 

《社会调查原理与方法》 

一、说明 

（一）课程性质 

社会调查研究方法时人们认识社会、了解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和社会现象、解释与预测社会发展变化 

的重要手段，在当代，随着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的飞速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科学的社会调查 

研究受到人们的日益重视和广泛应用，社会研究方法的科学水平。同时，在我国的社会理论研究和社会实 

践领域，学习和掌握现代的社会研究方法不仅是社会科学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一些教学、科研部门和实 

际工作部门的迫切需要。它是为了发现和解答社会领域中的各种问题而去收集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分析和 

解释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要使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因而，这门课程的开设，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人文底 

蕴，而且可以提高大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实现理论学习和经验研究的有机结合。 

本课程是为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1.5＋2.5人才培养模式学生开设的通识类核心课程。 

（二）教学目的 

通过本课程的系统学习，使学生了解和掌握社会研究的方法，包括定量的统计方法和定性的研究和分 

析资料的方法；同时，在学习研究方法的同时，结合社会的现实问题开展初步的调查工作，使理论密切的 

联系社会生活的实际，能够使学生独立运用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去观察、分析和认识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和 

社会问题，并以调查得到事实和结论来检验或建构理论。 

（三）教学内容 

本课程的主要包括 15章内容：第一章 社会调查概述；第二章 调查设计；第三章 抽样的原理与方法； 

第四章 变量测量；第五章 问卷设计；第六章 资料收集方法； 第七章 调查的组织与实施；第八章 调查 

资料的整理；第九章 单变量的描述统计；第十章 单变量的推论统计；第十一章 双变量的描述统计；第 

十二章 双变量的推论统计；第十三章 调查资料的理论分析；第十四章 调查报告的撰写。 

（四）教学时数 

本课程的教学时数总共为 72 学时。第一章  6 学时；第二章  6 学时； 第三章 4 学时；第四章  4 学时； 

第五章  6 学时；第六章  6 学时；第七章  6 学时；第八章 4 学时；第九章  2 学时；第十章  4 学时；第十一 

章  6 学时；第十二章  6 学时；第十三章  6 学时；第十四章 2 学时；第十五章 2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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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学方法 

本课程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有课堂讲授、小组讨论、实地调查等教学方法，积极主动的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并对有些章节进行了多媒体授课和微机教室的实践操作。 

二、本文 

第一章 社会调查概述 

教学要点： 

1、了解什么是社会调查研究 

2、认识社会调查研究与其他社会研究的区别 

3、理解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不同层次和方法论的不同观点 

4、理解社会调查的类型 

5、掌握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教学时数：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调查概念与作用 

一、什么是社会调查 

二、社会调查研究的方法体系 

三、社会调查的作用 

第二节 社会调查的类型 

一、普查 

二、抽样调查 

三、典型调查 

四、重点调查 

五、个案调查 

第三节 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一、选题阶段 

二、准备阶段 

三、调查实施阶段 

四、分析阶段 

五、总结阶段 

考核要求： 

社会调查研究及其作用；社会调查类型；抽样调查；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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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社会调查的三种主要作用是什么？ 

2.试述抽样调查、典型调查、重点调查、个案调查的不同。 

3.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抽样调查的应用远比普查更广泛？ 

4.陈述社会调查的一般程序，并用图示画出这一过程及其主要内容 

参考书： 

1．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 New York:Science Editions. 

2．戴建中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8 年。 

第二章 调查设计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四类研究目的、分析单位；研究问题的选择、研究方案的设计。 

教学时数： 

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研究目的 

一、探索性研究 

二、描述性研究 

三、解释性研究 

四、预测性研究 

第二节 研究问题 

一、问题明确化方法 

二、问题评价 

第三节 分析单位 

一、分析单位 

二、层次谬误 

第四节 具体方案 

一、确定研究问题 

二、界定概念 

三、收集数据资料 

四、分析数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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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理解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理解分析单位；掌握研究问题的选择与确定。 

思考题： 

1.描述性研究与解释性研究的主要区别是什么？ 

2.调查研究的课题为什么要具有重要性与创新性？ 

3.试举例说明明确分析单位与调查对象的重要性。 

参考书： 

1．戴建中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 ，人民出版社，1988 年。 

2．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第三章 抽样的原理与方法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包括：抽样概念，抽样的类型、抽样的程序、抽样的原则。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的具 

体方法。 

教学时数： 8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抽样的意义与作用 

一、抽样及其相关概念 

二、抽样的作用 

第二节 抽样的类型与抽样程序 

一、抽样的类型 

二、概率抽样的基本原理 

三、抽样分布 

四、抽样的一般程序 

五、抽样设计的原则 

第三节 概率抽样方法 

一、简单概率抽样 

二、系统抽样 

三、分层抽样 

四、整群抽样 

五、多段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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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PPS 抽样 

七、户内抽样 

第四节 非概率抽样方法 

一、偶遇抽样 

二、判断抽样 

三、定额抽样 

四、雪球抽样 

第五节 样本规模与抽样误差 

一、样本规模及其计算 

二、影响样本规模确定的因素 

三、样本规模与抽样误差 

考核要求： 

了解抽样及抽样的类型；理解抽样的基本原理；掌握抽样原则与抽样的一般程序。理解概率抽样与非 

概率抽样；掌握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多阶段抽样、判断抽样；了解 PPS 抽样与户内抽样。 

思考题： 

1.目标总体与调查总体有什么差别？ 

2.抽样的一般程序是什么？ 

3.什么是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所得样本为什么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4.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主要有哪些不同？ 

5.分层抽样与多段抽样有何不同？ 

6.判断抽样与定额抽样有何不同？ 

参考书： 

1.风笑天著：《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华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3．雷蒙·布东：《社会学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4．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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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变量测量 

教学要点： 

测量及测量的要素、测量的层次；概念的操作化；量表及其制作。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测量的概念与特征 

一、测量的概念 

二、测量的要素 

三、社会测量的特点 

第二节 测量层次 

一、定类测量 

二、定序测量 

三、定距测量 

四、定比测量 

五、测量层次小结 

第三节 概念的操作化 

一、概念、变量与指标 

二、操作化的含义 

三、操作化的步骤 

四、操作化的两个例子 

第四节 量表 

一、总加量表 

二、李克特量表 

第五节 测量的信度与效度 

一、信度 

二、效度 

三、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考核要求： 

了解测量及其要素；理解测量的层次、测量的信度与效度；掌握概念的操作化方法与量表的使用。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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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试说明四个测量层次的异同。 

2.什么是操作化？其在社会调查中的作用是什么？ 

3.什么是量表？量表的作用是什么？ 

第五章 问卷设计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问卷结构、问卷设计原则、问卷中问题形式及设计。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问卷的概念及其结构 

一、问卷的含义与类型 

二、问卷的一般结构 

第二节 问卷设计的原则 

一、明确问卷设计的出发点 

二、明确阻碍问卷调查的各种因素 

三、明确与问卷设计紧密相关的各种因素 

第三节 问卷设计的步骤 

一、探索性工作 

二、设计问卷初稿 

三、试用 

四、修改定稿并印刷 

第四节 问卷中问题的形式及答案的设计 

一、问题的形式 

二、答案的设计 

第五节 问卷中问题的语言及提问方式 

第六节 问题的数量与顺序 

一、问题的数量 

二、问题的顺序 

三、相倚问题 

第七节 问卷设计中的常见错误 

一、概念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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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问题含糊 

三、问题带有倾向性 

四、问题提法不妥 

五、问题有多重含义 

六、问题与答案不协调 

第八节 如何提高问卷设计的质量 

一、优良问卷的标准 

二、如何设计出高质量的问卷 

考核要求： 

了解问卷的类型及结构，理解问卷设计的原则，掌握问卷设计的方法和步骤。 

思考题： 

1.一份结构完整的问卷包括哪几部分内容？ 

2.试说明问卷设计的步骤。 

3.试举例说明问卷中常见的错误。 

参考书： 

1．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第六章 资料收集方法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如何采用自填式问卷法与结构访问法进行资料的收集。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资料收集方法的分类与特点 

一、资料收集方法的分类 

二、自填问卷法的优缺点 

三、结构访问法的优缺点 

第二节 自填问卷法 

一、个别发送法 

二、邮寄填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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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网络填答法 

四、集中填答法 

第三节 结构访问法 

一、当面访问法 

二、电话访问法 

第四节 资料收集的程序与技巧 

一、资料收集前的准备 

二、接触调查对象 

三、提问与记录 

四、资料收集过程中的控制 

考核要求： 

了解自填式问卷与结构访问提纲；了解不同资料方法的具体应用；掌握资料收集的程序与技巧。 

思考题： 

1.结合实例说明如何选择资料的收集方法。 

2.试比较几种自填问卷填答法的优缺点。 

3.资料收集的程序是什么？如何实现资料收集过程中的控制？ 

第七章 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标准化调查、调查人员挑选与培训方法、调查过程的控制与督导 

教学时数： 

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标准化调查 

一、标准化调查的含义 

二、调查员误差 

三、标准化调查实施原则 

第二节 调查人员的招募与挑选 

一、调查督导 

二、调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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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调查员的培训 

一、介绍本项调查研究的总体情况 

二、标准化调查的基本要求和技巧 

三、抽样方案和调查问卷的学习 

四、调查员手册的学习 

五、分组模拟调查 

六、调查员的试调查 

第四节 调查过程的控制与督导 

一、抽样控制 

二、调查现场督导 

三、问卷审核控制 

第五节 调查过程的反思与评估 

思考题： 

1.结合实际说明调查员误差的类型。 

2.如何挑选、招募和培训调查员？ 

3.为了保证调查质量，在调查实施过程中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参考书： 

1、风笑天著：《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2、艾尔·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华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第八章 调查资料的整理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内容：调查资料的审核、编码与录入；数据的清理； 

教学时数：2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问卷资料的审核与整理 

一、资料审核的一般程序 

二、资料审核的方式 

第二节 问卷资料的编码



12 

一、答案代码的确定 

二、编码的说明 

三、栏码的确定 

四、编制编码手册 

第三节 问卷资料的输入 

一、人工数据输入 

二、计算机辅助系统转换 

三、光电输入 

四、人工输入的注意事项 

第四节 数据清理 

一、有效范围的清理 

二、逻辑一致性清理 

三、数据质量的抽查 

考核要求： 

了解资料的审核与整理方法，掌握数据资料的编码与录入方法；理解数据清理。 

思考题： 

1.简要说明调查资料整理的意义及一般要求。 

2.对已经设计好的调查问卷进行编码，并编制编码本。 

3.试对录入的数据进行数据清理。 

第九章 单变量的描述统计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内容：描述统计的基本方法、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分析。 

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描述统计的基本技术 

一、频数与频数分布 

二、统计表 

三、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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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集中趋势测量 

一、定类变量：众数 

二、定序变量：中位数 

三、定距变量：平均值 

四、众数、中位数、平均数的比较 

第三节 离散趋势测量 

一、定类变量：异众比率 

二、定序变量：四分位差 

三、定距变量：标准差与方差 

四、相对离散程度：离散系数 

考核要求： 

了解统计表、图的制作；理解集中趋势与离散趋势的意义；掌握平均值及标准差的应用。 

思考题： 

1.什么是分布？频数分布的表达方式哪几种？ 

2.试较比众数、中位数、平均数在应用中的不同。 

3.标准差如何计算？其意义是什么？ 

第十章 单变量的推论统计 

教学要求： 

本章主要内容：概率分布与抽样分布、参数的区间估计方法、假设检验的原理与方法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推论统计的基础知识 

一、概率与概率分布 

二、正态分布 

三、均值抽样分布 

第二节 参数估计 

一、参数的点估计 

二、参数的区间估计 

第三节 假设检验 

一、假设检验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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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和步骤 

三、总体均值假设检验 

四、总体百分比假设检验 

考核要求： 

了解概率分布，参数的点估计；理解均值的抽样分布、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掌握参数区间估计的方 

法与假设检验的方法。 

思考题： 

1.什么是抽样分布？ 

2.试述假设检验的基本原理与步骤。 

3.从某高校随机抽取 200 名学生进行调查，发现抽烟的比例为 15%。现要求在 95%的置信度下，估计 

全校学生中抽烟比例的置信区间。 

第十一章 双变量的描述统计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内容：相关分析、交互分类分析、相关度测量方法等。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相关的基本性质 

一、相关关系的程度 

二、相关关系的方向 

三、相关统计值的意义：消减误差比例 

第二节 交互分类 

一、交互分类的基本形式 

二、交互分类的作用 

三、交互分类表的形式要求 

第三节 相关测量法 

一、两个定类变量：lambda 和 tauy相关测量法 

二、两个定序变量：Gamma 和 dy系数 

三、两个定距变量：简单线性回归和积矩相关系数 r 

四、定类变量与定序变量：lambda 和 tauy相关测量法



15 

五、定类变量与定距变量：相关比率 

考核要求： 

了解相关关系与因果关系；理解交互分类的作用；学会交互分类表的制作；掌握不同变量类型的相关 

测量方法。 

思考题： 

1.什么是相关关系？相关关系的基本性质有哪些？ 

2.试说明相关分析与回归分析的异同点。 

3.交互分类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参考书： 

1、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2、布莱洛克：《社会统计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 

第十二章 双变量的推论统计 

教学要点： 

本章主要学习：由样本推论总体时几种检验方法。 

教学时数：6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卡方检验 

第二节  Gamma 系数的检验：Z检验法 

第三节 单因素方差分析与 F 检验 

第四节 积矩相关系数与回归系数的检验 

第五节 总结：相关测量法与检验 

思考题： 

1.简述双变量假设检验的意义与步骤。 

2.方差分析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 

3.简述卡方检验的原理与作用。 

参考书： 

1、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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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第十三章 调查资料的理论分析 

教学目的：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几种常用的理论分析方法，学会对调查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统计分析的 

基础上，借助抽象思维对资料进行加工制作，及对分析结果作理论性说明和解释。 

教学时数：4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理论分析 

一、理论分析的基本内涵 

二、理论分析的作用 

三、理论分析的程序和步骤 

第二节 调查资料的逻辑分析 

一、比较法 

二、分类法 

三、归纳法 

四、演绎法 

五、综合法 

第三节 调查数据的解释分析 

一、因果分析法 

二、结构功能分析法 

考核要求： 

Spss 软件的认识与应用 

参考书目： 

1.．李沛良：《社会研究的统计应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 

2．SPSS13.0 以上版本教材 

第十四章 撰写调查研究报告 

教学要点： 

1、了解调查研究报告及其类型 

2、了解普通调查报告的写作 

3、掌握学术研究报告的写作 

教学时数：2 学时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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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报告及其类型 

调查研究报告是用文字的形式将一项调查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表现出来，其目的是告诉读者，对于所研 

究的问题是如何调查、如何进行分析和研究的，取得了哪些结果，并对如何运用这些结果来解决问题提供 

某些建议。根据报告的用途、报告的读者对象等因素可分为：（l）普通调查报告；（2）学术研究报告；（3） 

学位论文。 

第二节 普通调查报告的写作 

普通调查报告主要是指用于非专业刊物发表的或供上级领导参考的调查报告。 在写作上主要分为四个 

部分： 

一、标题。常见的标题形式有直接陈述式、判断式、疑问式及双标题式等等。 

二、导言部分。主要介绍调查的内容、目的和方法。 

三、主体部分。主要阐述调查的结果。阐述的方式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及纵横交叉结构三种。 

四、结尾部分。主要对调查结果进行讨论，并提出作者的看法和建议。 

第三节 学术研究报告的写作 

学术研究报告一般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导言。主要介绍调查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以往的有关文献及研究结果，本次研究的角度、特点及独特 

之处。 

此处还要说明调查研究的理论假设和主要概念，并对选择的理论和概念的涵义作出解释或界定。 

二、方法。主要说明：（1）调查对象；（2）调查方法；（3）调查过程。 

三、结果。结果是研究报告的核心，它表明调查研究所发现的东西。 

表述的原则是：对照研究假设先给出一般性的结论，然后再进行具体的说明和讨论。 

四、讨论。内容包括：（l）从研究结论中能得出什么推论；（2）结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是什么；（3） 

本次研究有哪些新的贡献；（4）将研究结论进行推广时有哪些限制条件；（5）本次研究有何缺点，有哪些 

问题未能解答，发现了哪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新问题。 

五、总结与摘要。调查报告通常在结尾部分作一个简单的总结，即用简练的语言将研究的课题、步骤、主 

要结论和建议等作一重述。 

有些调查报告是在绪论之前用一个更加简明的摘要来代替结尾的总结部分。 

一、参考文献及附件。 

考核要求： 

了解调查研究报告的作用及类型；掌握调查报告的基本格式和写作要点，能撰写简明扼要的报告。 

思考题： 

1.调查报告可以分为哪几类？ 

2.普通社会调查报告与学术性调查报告有什么区别？ 

3.调查报告的写作与新闻写作、文学作品写作有何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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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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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戴建中编：《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人民出版社，1988 年。 

3．[美]艾尔·巴比著，李银河编译：《社会研究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日]福武直等著，王康乐编译：《社会调查方法》湖南大学出版社，1986 年。 

5. 袁方主编：《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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