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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确定研究类型和方法 要根据研究目的、课题性质确定研

究类型，选择研究方法。 二、选择研究对象 （一）总体、样

本、取样的基本概念 1、总体：即研究对象的全体。 2、样本

：从总体中抽取的、对总体有一定代表性的一部分个体，也

称为样组。 3、取样：遵循一定的规则，从一个总体中抽取

有代表性的一定数量的个体进 行研究的过程。 （二）选择样

本的基本要求 1、明确规定总体 2、取样的随机性 3、取样的

代表性 4、合理的样本容量 样本大小取决于以下：（1）研究

的不同类型；（2）预定分析的精确程度；（3） 允许误差的

大小；（4）总体的同质性；（5）研究者的时间、人力和物

力；（6）取样 的方法。 取样大小的参考值： 描述研究、调

查研究：总体的 10%。除少数情况，调查研究的样本容量一

般不 少于 100。 相关、比较研究的满意样本每组至少 30。 实

验研究：条件控制较严密的研究，每组15 人；条件控制不严

密的教育实验， 最好是一个自然教学班，不少于 30 人。 （

三）取样的基本方法 1、简单随机取样 按照概率论的原理， 

抽样时要尽可能使总体中的每一个基本观测单位都有均等 的

机会，有被抽中的可能。简单随机取样，优点是：可以保证

全部标识的代表性； 能够确定抽样误差的理论值，并且简便

易行。这是在总体异质性不是很大而且所抽 取样本较小时经

常采用的一种形式。局限是：当样本规模小时，样本的代表

性差。 简单随机取样有两种具体方式： （1）抽签。把总体



的每个观测单位依次编上号码并做成签，放进一个器皿加 以

充分混合后，每次从中抽取一个，记下号码，然后把抽取的

签再放回器皿中，再 次摇动和抽取，如此反复，直到取够样

本所需数目为止。 （2）随机数目表。随机数目表是一种经

严格制作的由许多数目字组成的表， 数字随机排列，操作时

，首先随机确定一个表上取数的"起点"，然后按表上所示的 

数号取样。 2、系统随机取样 系统随机取样，也叫等距抽样

、机械抽样。先将总体各个观测单位按某一标志 顺序排列编

号并分成数量相等的组，使组数与取样数相同。然后从每组

中依事先规 定的机械次序抽取对象。 系统随机取样，由于它

能在总体的整个范围内有系统地抽取样本，因此与简单 随机

取样相比较，抽样误差要小一些。如果把其总体的每个观测

单位按照某种性质 特征的变异度大小或增减程度依次编号，

进行系统抽样，其结果常与分层抽样差别 不大，但它又有比

分层抽样设计更简单的优点。所以在抽样调查中常被采用。 

系统随机抽样，要考虑研究总体的情况。如果总体存在周期

性变化，如考试试 卷，男生单号，女生双号，那么，很可能

出现样本的系统误差，抽取的样本只有一 个性别。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