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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查目标

《社会研究方法》与《社会学理论》《应用社会学》一起，构建成社会学学

科的三大支柱。本课程从方法论、研究方式和具体研究方法及技术三个层次以及

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两个方面着手，对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技术

进行系统全面地介绍。要求学生能够比较系统地掌握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研究方

法以及相关技术，以提高认识社会、分析社会问题和现象、解释与预测社会发展

变化的能力。

二、考查范围

（一）社会研究概论

1、考查目标

本科目旨在检测考生对以下几方面的理解和掌握情况：社会研究的概念和特

点，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的掌握与理解，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异同点，研究设计

的基础知识，社会测量与操作化方法的具体应用，抽样方法的正确运用。

2、考查内容

（1）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①社会研究的特征：社会研究及其意义、社会研究的特征、社会研究中的困

难

②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方法论、研究方式、具体的方法与技术、社会研究

方法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③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论背景、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的比较

④研究的过程：研究的主要阶段、研究过程示例

（2）理论的建构与检验

①理论及其层次：理论的概念、理论的层次、判断理论优劣的标准

②理论的构成要素：概念、变量、命题与假设

③理论与研究的关系：“科学环”、两种推理方式、理论对经验研究的作用、

经验研究的理论功能

④理论构建与理论检验：理论构建的过程、理论检验的过程

（3）选题与文献回顾



①研究问题及其来源：研究问题的概念、研究问题的来源

②选题的标准：重要性、创造性、可行性、合适性

③研究问题的明确化：研究问题明确化的含义、研究问题明确化的方法

④文献回顾：文献回顾及其意义、文献回顾的方法

（4）研究设计

①研究目的：探索性研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

②研究性质：理论性研究、应用性研究

③研究方式：四种基本的观察方式、研究方式的选择

④分析单位：分析单位的概念、分析单位的主要类型、与分析单位有关的两

种错误

⑤时间维度：横向研究、纵向研究

⑥具体研究方案的主要内容

（5）测量与操作化

①测量的概念与层次：测量的定义、测量的四个要素、社会现象测量、测量

层次

②概念的操作化：概念、变量与指标、操作化的含义与作用、操作化的方法、

指标选择的多样性、操作化举例

③指数与量表：指数与量表的概念、李克特量表、语义差异量表

④测量的信度与效度：信度、效度、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6）抽样方法

①抽样的意义、作用：抽样的概念、抽样的作用、抽样的类型

②概率抽样的原理与程序：概率抽样的基本原理、抽样分布、抽样的一般程

序、抽样设计的原则

③概率抽样方法：简单随机抽样、系统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分段抽

样

④户内抽样与 PPS 抽样：户内抽样、PPS 抽样

⑤非概率抽样方法：偶遇抽样、判断抽样、定额抽样、雪球抽样

⑥样本规模与抽样误差：样本规模、影响样本规模的确定因素、样本规模与

抽样误差



（二）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

1、考查目标

能够熟练掌握收集资料、数据的基本方式，熟悉问卷调查研究、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文献研究的具体方法与步骤。

2、考查内容

（1）调查研究

①问卷调查研究及应用领域：调查研究的概念、调查研究的应用领域、调查

研究的题材

②问卷设计：问卷的结构、问卷设计的原则、问卷设计的步骤、题型及答案

的设计、问题的语言及提问方式、问题的数量与顺序

③调查资料的收集方法：自填问卷法、自填问卷法的四种方式、结构访问法

的两种方式

④问卷调查的组织与实施：调查员的挑选、培训调查员的方法、联系被调查

者、调查过程的管理与质量监控、保证调查的回收率

⑤问卷调查研究的特点与应用：调查研究的主要优点、调查研究的主要弱点、

调查研究方式所面临的挑战

（2）实验研究

①实验的概念与逻辑：实验及其基本要素、实验的逻辑、实验的特点与意义

②实验的程序与类型：实验研究的程序、寻找两组相同的对象、对自变量的

操纵、实验的分类

③基本实验设计：经典实验设计、更为复杂的实验设计

④实地实验：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群体间的冲突

⑤影响实验正确性的因素：重大事件的影响、实验对象的发育所造成的影响、

前后测环境不一致的影响、初试－复试效应的影响、实验对象选择和缺损的影响

（3）文献研究

①文献与文献研究：文献的类型、文献研究及其类型

②内容分析：内容分析的概念与例子、内容分析的程序

③二次分析：二次分析的含义、二次分析的步骤、美国《综合社会调查》（GSS）

简介、二次分析的优缺点



④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概念、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主要

步骤、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方法、现存统计资料分析的效度与信度

⑤文献研究的特点：文献研究的优点、文献研究缺点

（4）实地研究

①实地研究及其类型：实地研究的概念、个案研究及社区研究、实地研究的

例子

②实地研究的过程：选择研究背景、获准进入、取得信任和建立友善关系、

实地研究中的记录

③观察法：观察的概念及其类型、参与观察中观察者的角色、参与观察法的

特点、参与观察法的应用

④无结构访谈法：无结构访谈的含义及分类、进行无结构访谈的要点、访谈

控制的方法、集体访谈

⑤实地研究的特点与应用：实地研究方式的主要优点、实地研究方式的主要

缺点

（三）资料分析与表达

1、考查目标

检测考生对定量资料基本分析方法的掌握，检测考生对定性资料基本方法的

掌握，检测考生对研究报告写作基本规范的掌握。

2、考查内容

（1）定量资料分析

①数据的整理与录入:资料的审核、资料的转换、数据录入、数据清理

②单变量统计分析：单变量描述统计、单变量推论统计

③双变量统计分析：交互分类与 X2 检验、不同层次变量的检验、回归分析

④多变量统计分析：阐释模式、复相关分析、多元回归分析

（2）定性资料分析

①定性资料及其形式：定性资料及分析的概念、定性资料的特点、定性资料

分析与定量资料分析的差别、定性资料分析的目标

②定性资料分析的若干性质：概括性的问题、测量与比较的问题、推断因果

联系的问题、实地证据的总结与表达问题



③定性资料的整理：整理笔记与建立档案、定性资料的编码、形成概念、撰

写分析型备忘录

④定性资料分析的过程与方法：定性资料分析的基本过程、几种定性资料分

析方法

（3）撰写研究报告

①研究报告的类型与撰写步骤：研究报告及其类型、研究报告的一般结构、

研究报告的撰写步骤、研究报告的“沙漏”形式

②导言：研究问题及其背景、文献评论、介绍自己的研究

③方法：有关研究方式、研究设计的介绍、有关研究对象的介绍、有关资料

收集方法的介绍、有关资料分析方法的介绍、对研究的质量及局限性的说明

④结果

⑤讨论

⑥小结、摘要、参考文献及附录：小结和摘要、参考文献、附录

⑦撰写研究报告应注意的问题：行文要则、引用与注释

⑧定性研究报告的撰写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总分：150 分

考试时间：180 分钟

（二）考试方式

闭卷、笔试

（三）试卷内容结构

1、社会研究基础（30±10 分）

2、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70±10 分）

3、资料分析与表达（50±10 分）

（四）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题（30 分）

2、简答题（60 分）



3、分析论述题（60 分）

四、试题示例

（一）名字解释题（本题共 6小题，每小题 5分，共 30 分）

1、分层抽样

2、四分位差

3、操作化

……

（二）简答题（本题共 4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60 分）

1、简述如何进行焦点小组访谈

2、请简述分层抽样与配额抽样的方法的异同及其各自适用情境

……

（三）分析论述题（本小题共 2小题，共 60 分）

1、分析题例题

在既往的学术研究中，对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研究存在着不同的学科视野。在

党史研究领域，对该主题的讨论侧重于对历史事实的考证以及整个共产党农村调

查的历史，并以此为基础对具体土地政策的“左”或“右”进行判定(参见罗平汉，

2009)。在社会经济史视域下，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文本被作为理解近代以来乡村

社会结构的重要材料加以对待:曹树基(2012)依循《寻乌调查》提供的线索对中

国东南地区的地权结构与社会结构进行了讨论；温锐、陈涛(2015)结合《寻乌调

查》以及地方史志材料对清末民初赣南地区复杂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突

破了既往“阶级关系对立”的单一认识。同时，亦有学者对共产党开展的其他调查

研究进行了考察，张玮(2009)以 1942年张闻天农村调查为中心，分析了战争和

中共减租政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孟庆延(2017)通过对以彭湃为代表的“农运派”

革命干部的考察，揭示了早期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实践经验对毛泽东农村调查方式

的影响。上述研究呈现了复杂的地域社会状态，但缺少对调查文本本身的生产机

制及其内在逻辑的关注。在有关土地革命的社会学研究中，农村调查被作为一种

权力技术来理解，方慧容(2001)指出毛泽东调查研究的治理面相，强调权力对地

方社会的渗透以及对普通农民的“改造”；罗平汉(2010)则揭示了延安时期农村调



查在反对当时党内“教条主义”中的重要作用。林东(2011) 指出，20世纪初中国

社会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并非只是学术活动，更是文化与政治的实践，其本质是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开始有意识地运用理性与科学来重新构建自身的文

化与政治生活，并构成了重要的大众动员手段。尽管林东并未将研究焦点直接放

置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上，但他将 20世纪初兴起的社会调查运动放置在广阔的

历史背景下进行理解，指出了作为权力技术的社会调查与现代国家构建之间的内

在关联，为我们思考毛泽东农村调查提供了新的可能。然而，该研究只是将广义

的社会调查运动理解为当时的知识与政治精英解决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重要科

学工具和治理技术，并未注意到社会调查运动兴起背后的社会思潮基础。在既有

研究的基础上，关于毛泽东农村调查思想及其实践这一主题，笔者认为尚有进一

步讨论的空间:

其一，作为在整体社会思潮背景下、同时又是在革命实践中不断生成的政治

传统，毛泽东的农村调查思想是如何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产生、发展和成型的?

农村调查如何做到面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具体经验，加以提炼和

总结并形成具体政策，同时其本身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毛泽东农村调查实践如何将阶级术语转化成社会调查中的操作性概念?又如何从

农村调查的实践中提炼出关于当时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阐释?对上述问题

的思考与回应，有助于我们在社会思潮的意义上理解毛泽东农村调查的理论意

涵，从而突破“治理术”面相的单一理解。

其二，毛泽东农村调查既是制定具体土地革命政策的重要手段，亦是反对教

条主义的重要理论工具，进而成为群众路线的重要内涵。那么，它有着怎样的实

践特征与内在逻辑?

其三，毛泽东农村调查强调以实际调查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这一调查

实践使用了怎样的概念、理论与框架去理解当时的乡村社会?乡村社会中复杂多

样的要素如何被提炼、改造? 这一调查研究传统对乡村社会与现实政治都产生了

怎样的具体影响?对上述问题的思考与回答，构成了本文的核心旨趣。

（1）社会学研究为什么要进行文献综述？

（2）如何进行社会学研究的文献综述？

（3）社会学研究的文献综述有哪些注意事项？



2、设计题例题

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当中，农村青年的阶层流动受到榜样效应与同群效应的影

响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请设计出一份调查问卷，对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所形成

的农村青年阶层流动进行研究。

3、论述题例题

请比较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差异。

五、初试科目专业课参考书目

风笑天,社会研究方法（第六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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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