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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三位一体”

教学方法改革的理论与实践

李　冰 , 　贾士靖

(河北经贸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 :《社会调查方法》课程“三位一体”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学理念是构建一种学生参与

式的教学方式 ,通过课堂精讲、实验室模拟、课外调查实践三个环节实现最佳的教学效果。这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协调好三个环节的关系 ,课堂精讲是进行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形式 ,是教学

过程的基础环节 ,实验室模拟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学习社会调查研究的定量分析方法 ,

进行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课外实践调查是知识的应用和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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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 Practice of“Three in One”Teaching Reform

for Social Survey Met hod

L I Bing , J IA Shi2jing

(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Business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 ration ,Shijiazhuang 050061 ,China)

Abstract :In the course S oci al S urvey Met hod , t he teaching idea of“Three in One”teaching mode

reform is to const ruct a teaching met hod with st udent s’participation. The best teaching effect can be

realized t hrough t hree step s : classroom teaching , simulation experiment s in the lab and after2class

survey. So it requires the teacher to coordinate t he relationship s between the t hree step s. Classroom

teaching is t he main form of t he t heoretical teaching , and the basic step in teaching , while t he simula2
tion experiment is t 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 hod wit h t he help of modern teaching met hod to learn

social survey , and to sort out and analyze t he survey materials. And after2class p ractical survey is t he

application and consolidation of t he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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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调查方法》课是以培养学生开展社会调

查 ,掌握进行社会研究的方法为基本目标。“三位

一体”的教学改革模式主要是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

通过构建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实现课程教

学效果的最优化。“三位一体”简单来说就是在教

学过程中要把课程知识的理论讲解、实验室操作、

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而合理地结合起来 ,注重课程

实践性这一突出的特色 ,尤其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

强调学生的动手能力 ,使学生在实践中能开展社

会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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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理论构建

与实施环节

不管是什么样的方法 ,贯彻的都是一种教学

的思想 ,教学方法不是摆花架子 ,是一种深层次的

教学思想的灌输。“三位一体”教学改革就是确立

以学生和学生学习为中心的思想 ,更好地发挥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转变单纯的

灌输 ,要注重对学生学习和探索的指导 ,教会学生

学习方法 ,启发学生自觉思维和创新的理念。要

按照一种新型的、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果的教

育思想、教学理论和学习理论 ,结合本课程的特点

对整个教学进行的全新设计。

传统的强调刺激 ———反应的学习理论 ,是把

学习者看作是对外部刺激做出被动反应 ,即作为

知识灌输对象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这种理论已

经让位给强调认知主体的内部心理过程 ,并把学

习者看作是信息加工主体的认知学习理论。建构

主义学习理论就是这样的一种思想 ,提倡在教师

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 ,也就是说 ,既

强调学习者的认知主体作用 ,又不忽视教师的指

导作用 ,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 ,而不

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

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 ,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

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学习的质量是学习者建

构意义能力的函数 ,而不是学习者重现教师思维

过程能力的函数。换句话说 ,获得知识的多少取

决于学习者根据自身经验去建构有关知识的意义

的能力 ,而不取决于学习者记忆和背诵教师讲授

内容的能力。

这是“三位一体”教学模式建立的理论基础。

实质就是要以学生为中心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由

教师起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和促进者的作用 ,

利用情境、现场、计算机等学习环境要素充分发挥

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和首创精神 ,最终达到使学

生有效地实现对当前所学知识的意义建构的目

的。整个教学过程 ,从教师精讲、实践调查以及计

算机模拟实验都强调学生的主动探索和发现 ,在

自我构建的过程中掌握、理解知识。

教学的各个部分和环节是紧密联系和协调的

整体。在《社会调查方法》课的教学中提出的“三

位一体”教学模式中的“三位”是教学的三个环节 :

一是课堂精讲 ,教师对社会调查的原理和调查方

法的理论讲解 ;二是课外实践教学 ,就是组织学生

在课外就某一实际问题做调查研究 ;三是实验教

学 ,就是借助于计算机软件对社会的有关定量分

析方法进行模拟操作。三个环节共同的任务是完

成整个课程的教学目标 ,以达到学生对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调查技能的培养和能力的提高。三个

环节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总体 ,是共同服务于学生

对课程的掌握这一教学目标的。教师对基础知识

的精讲是整个教学的基础 ,要求教师必须把社会

调查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教授给学生 ,学生对

这些基础知识的掌握要扎实。这一环节是后两个

环节的基础 ,给课外实践调查以理论上的指导 ,是

实验室模拟的理论验证。课外调查实践是教师精

讲和学生学习的具体应用 ,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过

程 ,学生应用所学的调查理论和方法在具体的调

查实践中去应用 ,既加深了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也

学会了对理论知识的灵活应用。实验室模拟既是

一个方法、理论验证的过程 ,也是一个对调查资料

进行处理的学习过程。

二、“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实践过程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三个环节是根据教学

内容之间的关系 ,将知识的学习与实践调查相配

合 ,将方法学习、实践调查与实验模拟相联系。在

实践过程中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

(一)课堂教学是进行课程理论教学的

主要形式 ,是教学过程的基础环节

第一 ,改革课堂教学内容 ,密切教学的三个环

节。按教学大纲要求确定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

点 ,深度和广度 ,并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将本学科

的新成果和发展动态不断充实于教学内容之中。

教学内容的确定要注意和后面两个环节的学习相

联系 ,作铺垫。针对课程的特点 ,注重调查研究实

际操作方法的讲解和掌握 ,这是从事实际调查工

作的基础。例如 ,我们在本课程的教学中重点让

学生掌握 ,如何确定社会测量指标 ,如何设计问

卷 ,如何进行访谈 ,如何对资料进行整理 ,如何对

资料进行数量分析 ,如何对资料进行理论分析 ,如

何撰写调查报告等这些与实际调查工作紧密联系

的问题。

第二 ,改进课堂教学方法。根据各章节教学

内容的具体情况 ,选用有利于增强教学效果的教

学方式和方法。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 ,在对理论

知识的讲解时要结合调查实例 ,注意把实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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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教给学生。教学过

程中要采用启发式教学 , 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的局面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重视学生主动

参与教学 ,加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注重对学生进

行学习方法的指导 ,积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 ,尊重

学生的创造精神 ,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 ,以激励

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课堂讨论的目的是巩固

加深学生所学内容 ,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

精神 ,提高自学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例如 ,在

设计调查问卷时 ,可以让学生充分讨论指标体系 ,

提出与调查主题有关的问题 ,在学生提出的大量

问题当中 ,逐一分析其合适程度 ,这对学生锻炼问

卷的设计能力有很大的帮助。

(二)结合课堂学习组织学生进行课外

实践调查

每一学期开课 ,在教学开始就把学生分成不

同的调查小组 ,根据课程学习的不同进度和调查

实施的环节 ,边学习、边实践。例如 ,讲完如何选

择课题后 ,就让各个调查小组确定本学期的调查

课题 ,然后是对调查活动的设计、抽取样本、问卷

设计、进行调查活动收集资料、资料整理、统计分

析等。通过这一系列的讲练结合 ,充分培养了学

生综合运用课程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 ,提高了学生独立思维、团队协作、社交公关等

方面能力。但是 ,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

第一 ,社会调查必须有明确的目标 ,并根据目

标确定具体的调查内容。要根据学生的实际情

况 ,从他们熟悉的 ,能够操作的问题上进行选题 ,

以保证调查活动能够有效实施。同时要针对学生

所学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的要求 ,针对不同学

生的学业水平和个性特点 ,针对可利用的教学资

源和社会教学资源等情况来进行调查活动 ,以保

证教学目标的实现。

第二 ,教师在调查活动中要注意对学生的指

导。从问卷的设计开始 ,要充分利用课堂所学的

知识 ,搞好调查各个环节的工作。教师在指导学

生进行具体的调查活动时 ,对于学生在实际调查

活动中遇到的 ,课堂上没有掌握的知识 ,要联系实

际重新讲解。理论和实践是有差距的 ,在这个过

程中 ,学生肯定会遇到很多平时不注意的问题 ,教

师的指导对学生消化知识有很大的作用。例如 ,

学生在设计问卷时 ,过于注重问卷的形式 ,没有更

多地注意问卷问题的合适性 ,不能针对假设寻找

到合适的调查指标 ,这些问题反映了学生对于操

作化的理论知识掌握不是很好。

第三 ,要努力体现“以学生为主体 ,以能力为

中心”的教育思想 ,通过调查活动 ,培养学生掌握

进行社会调查所必需的知识与技能 ,掌握学习的

方法并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能力。要体现学

生的主观能动性 ,发挥学生的创新能力。调查课

题的选择、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的选择、调查提纲

的制订、信息资料的收集、调查结果的处理、建议

的提出等只给出原则性要求 ,详细方案由学生自

行制订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三)实验教学的主要内容是借助于现

代化的教学手段学习社会调查研究的定量

分析方法 ,进行调查资料的整理和分析

利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是现代调查研究必

备的手段。在现代社会中 ,计算机已广泛应用于

资料信息存贮、复杂的统计整理与计算分析等方

面 ,它为调查研究提供了极为方便、高速、准确、灵

活方便的运算工具 ,在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中显

示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有关的社会调查分析软

件和统计分析等软件是学生掌握的重点。只有掌

握了利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的能力 ,才能

真正在实际的调查研究中进行数据统计。要求学

生利用统计软件 ,在实验室微机上 ,对实验项目的

数据资料进行整理和模拟计算。熟悉和掌握资料

分组及统计表和统计图的制作 ;掌握统计资料的

集中趋势分析、离散趋势分析、交互分类表的检

验、相关和回归分析、区间估计和假设检验等社会

调查资料的统计分析方法。学生要利用数据处理

结果进行数量关系的分析。理解数量关系间的统

计意义 ,要从形形色色的随机现象中找出带有规

律性的东西。

三、“三位一体”教学改革面临的问题

(一)“三位一体”教学模式下三个环节

在学校的整体教学安排中实现衔接与渗透

的问题

“三位一体”教学中的课堂讲解、实验室模拟、

社会实践调查三个环节是一个教学内容的三方面

的训练方式 ,应该是三者紧密结合 ,相互渗透。但

是由于学校教学整体性安排 ,学生的实践调查和

实验室模式训练往往是在时间上难以保证。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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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研究如何更好地发挥实践和实验室教学的

良好效果。

(二)教学条件方面的差距

教学条件是指进行教学所必需的基本要件 ,

模式改革必须有良好的教学条件作为支撑 ,它可

以分为软条件和硬条件两大部分。包括教材建

设 ,师资队伍 ,教学资源 ,教学制度建设和教学技

术设施等。教学模式的变革必然涉及到教学内容

的重新选择 ,教师队伍观念的改变和技术的提高 ,

教学设备的完备。这些条件的完善有待提高。

(三)学生实践调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学生实践调查中的问题 ,有主观方面的问题 ,

也有客观方面的问题。主观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

在一些学生社会调查的积极性不是很高 ,这样影

响了对课程的学习 ,由于这一课程特别强调动手

能力的培养 ,和以往其他课程的学习是不一样 ,不

是上课听讲 ,考试死记硬背就行 ,需要学生参与调

查。客观方面的问题主要是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条

件方面的限制 ,一是没有经费 ,很多学生都是自己

花钱复印问卷 ,要是在外地做调查路费也是自己

花 ,这样限制了学生调查活动的开展。二是由于

没有调查实习基地 ,限制了社会调查的范围 ,学生

一般只能在校园中做调查 ,调查题材比较单一。

(四)课程考试改革面临多方面的制约

考试虽然是教学过程的终端 ,但对整个教学

过程逆向影响十分显著。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

好坏和教育质量的高低。考试改革不能跟上课程

教学方法改革的步伐 ,虽然学习方式和关注重点

不一样了 ,但是考试仍然按照过去的方法进行 ,这

是因为没有打破学校已有的考试方式。必须彻底

改变过去的那种平时不学习 ,考试背几天的状况 ,

督促学生注重平时的参与和学习。

总之 ,“三位一体”教学模式的改革取得了较

好的教学效果 ,首先明显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主动性。大部分学生认可社会调查实践活动 ,

他们认为是锻炼自己 ,了解社会 ,用自己的所学知

识解决问题的极好机会 ,他们有的在校园中进行

调查 ,有的走出去进行市场调查 ,这些活动在教师

的指导下 ,对学生来说既开阔了视野 ,又巩固了课

程所学知识。第二 ,学生们科研和动手能力提高

了 ,知识掌握牢靠了 ,考试成绩提高了。学生们学

习了社会调查方法这门课以后 ,主动用来调查研

究以后所学课程中遇到的问题 ,他们普遍反映知

道了如何进行科研 ,比如在《社会学》、《社会保障

学》等课程的学习中 ,一些学生就通过设计问卷 ,

进行抽样调查来研究一些社会问题。第三 ,在学

生走出校园后 ,有利于将来的工作和就业 ,提高了

学生观察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 ,成为学生研究问

题的有力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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