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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做好访谈前的准备工作

访谈前的准备工作对于研究者来说不仅要了解
进行访谈的目的即需要从访谈中获取哪些信息，并由
这些信息对研究结果进行预设；还要参与到访谈提纲
的开发和设计中，提前了解受访者的生活背景以及当
地的风土人情，以求更好地拉近与受访间的距离。

1.牢记访谈目的。能够清晰理解访谈的目的，即一
次访谈的重点在于调查了解课堂的教学情况、学生的
心理状况、学校的整体发展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或是
课程课改的实施进度等，都需要在访谈者心中有一个
总体定位，这样才可以在接下来的访谈过程中把握好
访谈的进程，剔除掉错误信息，减少无关因素的干扰，
防止访谈脱离主题。

2.分析并且理解访谈提纲。访谈提纲作为访谈操
作过程中主要的工具之一，对于访谈起直接的指导作
用。访谈提纲中一般都规定了每个访谈相关问题的表
述形式、引申意义以及附加情景等。访谈者如果有可
能应尽量参与到访谈提纲的设计中，不仅应牢记访谈
提纲中的相关问题，还要明白通过该问题需要得到哪
些有效信息。例如：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现状这一
调查研究中，教师访谈提纲中有这样一个问题：“教育
局、学校在住校学生的管理和指导方面有哪些支持性
措施？”这一问题中的“支持性措施”是一个很模糊的
概念，何为支持性措施？这在访谈者心中应有一个准
确的界定，才可以在访谈进行中当受访者出现理解障
碍时给予一定的帮助和解释，即支持性措施可以是行
政性的政策支持、经济上的财政拨款、各学校对于住
宿学生管理中的具体执行措施等。只有正确细致的把
握好访谈提纲中的各个环节，才能更好地处理访谈中
所遇到的问题。

3.采用恰当的记录方式。访谈过程中的记录对于
访谈后整理和分析资料都十分重要。访谈中由于时间
和访谈者记录技巧和方式等因素的限制，难免会遗漏
或误解受访者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为了尽可能全面

准确的记录访谈的内容，包括受访者的语言、动作、表
情等，访谈者应该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最适合自己的记
录方式，例如：录音、速记、图形等。其中采用录音方式
应经过受访者的同意才可使用，优点是可以最大限度
的保存访谈信息，但是访谈后的整理和录入量较大；
采用传统的纸笔速记方式则可以快捷选择记录访谈
者认为重要的信息，但要求访谈者具有较好的信息筛
选能力，否则遗漏的信息很难再现；图形可以简单明
了的呈现大量信息，但要求访谈者具备较好的抽象思
维能力，以便在整理过程中重现访谈信息。无论采用
何种记录方式，其目的都是保存访谈信息，便于整理
和分析工作的进行。

二、访谈过程中的注意事项

1.进入研究现场时说明访谈目的。访谈者作为受
访者群体之外的另一群体，在进入研究现场尤其是距
离自己本身文化环境差异较大的另一环境时，很可能
使受访者心中产生顾虑而影响到访谈的质量。所以在
访谈进行之前，向受访者说明此次访谈的目的、对受
访者是否会产生影响、访谈所需的时间、是否可以进
行录音等十分必要，以便访谈者和受访者更好的沟通
交流，获得真实有效的信息。例如：在进行田家炳学校
发展项目基线调研时，要向受访的校长、教师、家长、
学生等说明访谈进行是为了诊断学校目前的基础设
施、教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基本情况，以便为学校今后
三年的发展做好规划，并且诊断具体问题制订解决方
案予以实施，并非针对受访者个人，对个人不会产生
影响，亦不会对学校评价产生影响；访谈内容将会保
密，如果引用会隐去受访者姓名等。

2.创造轻松融洽的访谈氛围。访谈进程中，访谈氛
围是否融洽，对于受访者是否能真实、清楚、全面地表
达出访谈需要的信息有很大影响。由于生疏、环境、身
份、语言等因素的影响，受访者介于某种考虑未必会
表达其真实想法。例如：在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的短
期教育研究中，访谈家长时受到当地民族文化、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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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影响，访谈中普通话可能不是做恰当的语言，
这就需要访谈者语速减慢、访谈语言尽量通俗易懂，
以免使受访者感受到距离感、过多的陌生感而紧张、
封闭，影响到访谈的顺利进行。正确合理的访谈导入、
亲切和蔼的表情、平易近人的态度和语言等会让受访
者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更容易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想
法。

3.如何深入访谈。怎样在访谈中挖掘出对研究有
用的深层次的第一手资料，对整个研究的深度十分有
意义。访谈是一个访谈者和受访者双方沟通的过程，
这一过程进行的是否顺畅，受访者是否能在访谈者的
引导下敞开心扉是衡量访谈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准。如
果一次访谈中受访者的回答仅是简单的“是”、“挺好
的”、“就那样吧”、“没意见”，可以说这次访谈是失败
和无效的。例如：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学校教育现状与
培训需求调查中，有以下家长访谈案例：（L代表访谈
者，F1~F5分别代表5位家长）

L：您认为该学校的教学质量在本地区处于怎样
的水平？原因是什么？

F1：不太清楚，我没有比较过。F2：还不错吧。F3：
教学质量应该还可以吧。F4：七里河区中下，在这里算
是中上。F5：一般，与这里的经济发展有关。

L：您认为您的孩子跟老师和其他同学的关系怎
么样啊？能具体举个例子吗？

F1：关系不错啊。F2：整个班级的气氛都不错。F3：
都挺不错的。F4：一样。F5：一样。

L：如果您对学校有意见或建议，能否有机会表
达？

F1：有机会。F2：有点意见，但是可以理解学校的
情况。F3：没想过。F4：有机会。F5：在家长会和电话上
说。

L：您认为学校的管理怎么样？有没有需要改善的
地方？（举例说明）

F1：安全管理还不够。F2：不太清楚。F3：不太清
楚。F4：不太清楚。F5：不太清楚。

以上访谈中受访者口中的“不太清楚”、“一样”、
“不错”等简单性回答，其实可以用一些追问举例等方
式进一步的了解更多信息。“您认为该学校的教学质
量在本地区处于怎样的水平？原因是什么？”这一问题
的发问应向家长说明“本地区”的范围、哪些因素是教
学质量的表现，是从学校整体实力的排名、还是从升
学率考虑。而家长回答的“不太清楚”、“还不错”、“还
可以”、“一般”既没有参照物，也没有具体的数字说
明，是一些极为模糊的概念，更没有说明自己这样认
为的原因，即这一问题的访谈只完成了一半，且完成
的一半没有深入的挖掘。如果访谈者能够让家长把认
为该学校教育质量“还可以”、“还不错”、“一般”的表
现说出来，这样更利于研究者对这一问题做出客观正
确的评估。

深入访谈需要访谈者抓住受访者语言中模糊但
却对研究有意义的点进行有效追问。这就需要做好访

谈前的准备和导入工作，自己对于整个研究有着清晰
认识，又要让受访者敢于、善于说真话。访谈中要对受
访者理解有障碍的词语、语句用恰当的语言解释说
明，可采取客观的举例方式对其进行启发引导，防止
访谈中出现各种模糊的回答，从而影响到研究的分
析。

三、做好访谈后的整理和分析工作

访谈后的录入和整理对于后面的研究分析十分
重要。访谈后如果有条件应尽量及时整理和录入。因
为及时整理既可以利用短时记忆弥补访谈中遗留的
信息，保证记录的完整性，也可以避免同时录入数天
访谈资料带来的粗糙性，做到细致性。整理中应尽量
保存好受访者的原始表达，也可注明其说话时的肢体
动作、表情神态等，切忌用自己的话来表述受访者的
原意。整理时也可附注访谈者进行此次访谈的心得体
会、收获等。例如：在农村寄宿制学校发展状现状调查
中，一位访谈者写下如下体会。

在农村寄宿制学校中，3年级以下的孩子相对来
说生活自理能力由于年龄的原因比较低。孩子们大概
从6岁左右离开家，开始了他们的住校生活。6岁开始
自己穿衣服、打饭、洗饭盒、洗漱、睡觉，生病了没有父
母在身边，周末回家要徒步走山路。学校为了方便高
年级的孩子照顾低年级的孩子，将一个村子的孩子安
排在一个宿舍，每个宿舍大概14个人左右。和走读的
学生相比，也许他们学会了更早的独立，但是这种过
早的独立生活是否会对低年级孩子的心理造成影响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不过同村孩子之间相互帮助和照
顾的情谊很深，低年级孩子上下床有困难，高年级的
孩子会直接抱着小孩子上下床，照顾他们。虽然条件
很艰苦，但是孩子们的脸上依然挂满了甜甜的笑容，
他们打闹着、嬉戏着，似乎城市里丰衣足食的生活并
不是他们所向往的，而可以和小伙伴们在一起才是最
大的开心。反观城市孩子的娇生惯养，一个个都是家
里的小皇帝、小公主，虽然穿的干净整洁，但总觉得少
了些质朴、自然的东西。面对着物质条件日益增大的
城乡差距，怎样让农村孩子享有尽可能好的物质条
件，同时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会因为父母外出而
受到影响，不要输在起跑线，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分析访谈资料时，应尽量全面参考案例，避免
因为少数个案而影响调研状况分析；但其中突出个案
可作为个案分析的案例单独列出。分析时应注意因果
关系、本质现象关系，分析出某种教育现象存在的深
层次原因，从而对症下药，解决好教育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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