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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少學生都會採用問卷調查來搜集獨立專題探究的資料，但對於如何善用這

些問卷資料來撰寫報告，卻很可能感到不知從何入手。建議教師除了於學生撰寫

報告階段給予適切指導外，更可利用過往校內學生的習作為示例，以展示整理問

卷資料的各項層次，讓他們有所依循，並按其能力及探究議題而選擇最合適的展

示資料方式。而從指導學生整理及分析問卷資料的過程當中，更有助於師生之間

建立評分共識。 

 

一般而言，處理問卷數據資料可分為以下四項層次： 

 

 層次一：純粹羅列數據，未作任何處理，如以下例子： 

 

 

這種情況大多出於學習動機較弱的學生，當他們完成網上問卷調查後，便將

數據搬字過紙，不作任何處理而直接羅列出來。這樣不但沒有展現學生處理數據

的能力，更沒有回應任何焦點問題。教師在展示此類例子時，可以向學生清楚說

明屬於這項層次的探究報告，普遍而言將不會達到合格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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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二：按其探究題目利用不同圖表鋪陳數據 

 

這項層次的特徵，是學生只能按問卷題目的次序展示圖表、簡單描述數據的

趨勢及寫上少許說明，可以說是將整份問卷平鋪直敍一次。這亦是相當普遍的情

況，學生雖然可以簡略展示利用不同圖表整理數據的能力，但在利用數據回應焦

點問題的方面則有所欠缺。除非學生能在其報告的其他部分總結問卷數據，並回

應各題焦點問題，否則僅採取上述方式來展示數據，最多只能勉強取得合格分

數，因為這除了反映學生分析能力不足外，更說明了他在設計問卷時並未清楚每

條問題的作用，以及它們與各焦點問題之間的關係。 

 

 層次三：按數據性質分類處理 

 

若學生在設計問卷問題時經過仔細構思，理應在整理數據時有更理想表

現。一般而言，學生可從以下三方面整理問卷數據： 

 

  按焦點問題分類： 

 

  

這種處理方式和上文層次二相似，但在分析前需要加入一個小步驟，

就是將問卷問題按探究報告所擬定的焦點問題分類，然後再以小章節的形

式獨立處理。每一小章節可先簡述各條問卷問題所得的數據，並於小章節

末段以小結形式回應焦點問題。這種做法有助提升整篇報告的分析層次，

而能力較高的學生，更可另闢章節綜合討論各條焦點問題，並對探究主題

作總結回應。 

 

 按受訪者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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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處理方式是比較不同類型受訪者對同一議題的看法。不少學生

的探究題目都需要比較不同持分者的看法，例如與愛情觀 / 家庭觀相關

的議題，需要比較男女受訪者的意見；而與文化傳承有關的議題，則需要

比較不同年代人士的看法。只要將這些議題相關的數據資料分開整理，然

後並列比較（如上圖），便可以發現更多詮譯空間，對於深入分析現象大

有幫助。 

 

  找到問題之間的呼應 / 矛盾之處： 

 

第三種處理的方法是嘗試找出數據之間的相互關係，對於學生而言，

這是相當高的要求。這種處理方式多應用於了解受訪者對探究主題的「認

知」、「態度」、「行為」等三方面的題目，學生需要分析受訪者與這三方面

有關的數據，繼而檢視各者的情況是否一致。如能彼此呼應，便可以加強

報告討論部分的論證基礎；如當中出現矛盾，例如「知而不做」、「認同而

不參與」，甚或「做而不知」，學生亦可進而思考箇中因由，並作分析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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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次四：訂立指標作出分析 

 

 
 

上述數據處理方式並不常見，主要用於量度那些較難以單一指標量度的

概念（例如中庸之道、美麗）。學生需要對所量度的概念有充分理解，繼而

就其定義作概念化、操作化處理，從而將抽象概念化成數題可以量化的問卷

問題。當收集了問卷數據之後，便可將結果代入公式內成為量度指標1。 

 

 以上各項例子，皆取材自我任教學校學生的習作。誠如上文所言，這些示例

除了讓學生有所依循，以及清楚評分要求外，更可以讓學生知道，整理及分析數

據並不如他們想像中困難，只要事前仔細構思問卷問題，繼而按部就班處理就可

以達到要求了。 

 

思考問題： 

 

 你的學生在分析問卷數據方面有否遇上困難？如有，是哪方面的困難？你

如何指導學生解決？ 

 本文提供指導學生處理問卷數據的方法，對於你任教的學生是否有幫助？

為甚麼？ 

 

 

 

--  完  -- 

                                                 
1 有關指導學生訂立指標，可參閱本人之前撰寫文章：〈問卷設計的要項：概念具體化與訂立指

標」（通識教育科網上資源平台→下載區→學與教策略→校本經驗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