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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工作研究法》 
 

試題評析 

自從九十年度社工研究法題型轉換迄今已有三年，由本年度考題觀之，在命題的比例分配上已逐漸趨於穩定： 
量化研究依然為試題主力，佔分63.75%；質化研究很穩定地佔分30%，與高考社會行政社研法相仿；測統部
份一如去年，僅佔6.25%，預計未來依舊會維持現有比例。只要是熟讀老師的上課講義和筆記的同學，應有至
少70分以上的基本水準、以及上下誤差各10分的間隔。簡、鄒二氏的《社會工作研究法》已成社工師社研法
的命題主流，未來的考生應特別予以重視！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焦點團體（Focus group）是一種質化研究方法，請問適用在何種特性之研究情境及研究目的（10分）？相較

於常用的兩種質化研究方法如參與觀察法（participation observation）及深入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它
有何優、缺點（10分）？根據研究目的如何選擇適合的受訪者形成焦點團體，又一般而言，焦點團體較合宜
的人數上下限是多少（5分）？ 

參考資料 
1.高上社工研究法講義，p.126-129、p.115-123。 
2.高上社工研究法總複習講義，p.47-52。 

【擬答】 
一、焦點團體法的定義 

焦點團體法是一種「團體」訪問的質性研究方法，所以又稱為焦點訪談法（focused interview）。這種訪談法與一對一式

的深入訪談法最大的差異，是多了團體成員的互動和討論。研究者在此法中往往扮演了中介者（moderator）的角色，其

所收集的資料，便是以團體間互動討論的言辭內容為核心（參考胡幼慧，1996: 223-237）。 

Goldman曾對焦點團體法中的名詞作出精確的定義： 

(一)焦點（focus）：表示此訪談被限制於少數議題上。 

(二)團體（group）：一群具有共同興趣的互動個體。 

(三)深度（depth）：尋求比一般人際關係層次可得之更深入的資訊。 

(四)訪談：預設著一個中介者（moderator）運用團體為一工具以獲取資料。 

二、焦點團體法的特點 

此法的特色是能夠在短時間內針對研究議題，觀察到大量的語言互動和對話。研究者可以從此對話和互動取得資料和洞

識（insight），對於「探索性」（exploratory）的研究而言，是一項有利的方法。 

(一)適於探索較新的研究領域。 

(二)可以根據受訪者的經驗發展假設。 
(三)評量不同地點、人口群之差異。 

(四)對以往研究結果，尋求參與者之解釋。 
(五)深入探索具體的面向、意義。 

三、焦點團體法、參與觀察法與深入訪談法之比較 

 焦點團體法 參與觀察法 深入訪談法 

蒐集方式 訪談 觀察 訪談 

資料形式 當事人自述，無需親自觀察 研究者親自觀察當事人行為情境 當事人自述，無需親自觀察 

資料品質 無法親自查證 親自查證 無法親自查證 

時間 短期 長期 中期 

成本 低 高 中 

研究者的身份 中介者 觀察者、參與者 訪談者 

與當事人的互動 多人互動 一對一或一對多互動 一對一互動 

 

四、焦點團體法的樣本召集與人數 

焦點團體法的樣本選擇必須顧及相同的特質，亦即對所探討的問題應有足夠的背景知識，並且顧及到不同的身份來源：

例如工作者、案主、家屬、督導等，以收集思廣益之效。目前焦點團體訪談一般包括八到十二人，訪談過程約持續一個

半到二個半小時。焦點團體場所也可能包含訪談的錄音或錄影設備，甚至可能有隱藏式麥克風給中介者配戴，使觀察者

也能對訪談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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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謂調查法（survey method）（5分）？說明實施調查法蒐集資料的步驟（10分）。又使用調查法蒐集資料的
優點及限制為何（10分）？ 

參考資料 
1.高上社工研究法講義，p.62-69。 
2.高上社工研究法總複習講義，p.28-30。 

【擬答】 
一、調查研究的定義 

調查研究法是以抽樣的方式，探討樣本的狀況與現象（即樣本的屬性變項），把從樣本所得之資料推論到整個樣本。其

內容主要有三：一、事實：調查受訪者、區域、情境的現象或特質，包括年齡、種族、性別、收入和教育等，這些特質

又叫作「屬性變項」。二、意見：調查受訪者的喜愛、感情或行為意向等，這些意見可以客觀地被測量。三、行為：指

受訪者的行動，藉著對行為的操作性定義，確定某種「活動」或「現象」就是受訪者的行為（簡春安，1999: 198）。 

社會學家C. A. Moser等曾指出社會與行為科學從事研究，在方法上面臨三個有待解決的問題：其一是向什麼人搜集資料，

這是研究對象的問題；其次是搜集什麼資料以及如何去搜集資料，這是搜集資料的內容與方法的問題；其三是如何處理、

分析以及解釋資料，這是提出研究結果或結論的問題。樣本調查研究通常稱為社會調查（social survey），我們可將其界

定為尋找事實（fact-finding）。它具有三個基本性質：一、調查研究是抽查而非普查；二、研究所需資料直接由樣本取

得；三、調查研究在於探究諸變項間的關係。 

二、調查研究的步驟 

(一)決定研究主題與研究假設：由科學的理論中推衍出所欲研究的現象。 

(二)決定抽樣架構：設定母群體的範圍、樣本數大小、抽樣方法的選擇、與執行步驟的細節。 

(三)問卷設計：藉由操作化(operationalization)的原則，將理論概念賦予明確可測量的指標，以決定問卷的項目。 

(四)試測（pilot study）：以非隨機抽樣的方式，針對問卷的品質進行檢討。包含問卷的語義是否清楚、是否有不當的詢

問、是否訪問的時間太長或太短。 

(五)訪員的挑選與訓練：以標準化訪問技巧，使所有受試者在接受訪問時的條件趨於一致。 

(六)決定用何種方法蒐集資料：包括面訪、電訪與郵寄問卷，必須因研究主題的性質、受訪者的性質、所要求的品質、

現有的資源成本等因素，做出合理的選擇。 

(七)整理分析：資料的登錄與統計的分析，以考驗是否支持研究假設。 

三、調查研究法的優缺點 

(一)優點 

1.調查研究能用於搜集大量資料。 

2.調查研究比較經濟。 

3.調查研究所搜集的資料有其正確性。 

(二)限制 

1.調查研究僅及表面而不能深入。 

2.調查研究是樣本調查，使用樣本則易有樣本誤差，而誤差有時可能嚴重地影響調查資料的正確性。 

3.訪問員會影響受訪者的回答。 

4.調查研究需要豐富的研究知識與通達的人情世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