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專題研習：：：：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及及及及訪問訪問訪問訪問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參考資料 

一一一一、、、、    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問卷調查    

1. 進行問卷調查的目的，一般是要了解時人對某一現象、人物或事件的看法

 或理解，藉此搜集一些非文字性的社會資料。 
2. 常見的問卷調查形式有問答式、選擇式及表格式三種，同學在設計問卷

 時，可選取單一形式，也可以混合兩種甚至三種形式。 
 

香港市民對地下鐵路興建及服務的意見調查問卷香港市民對地下鐵路興建及服務的意見調查問卷香港市民對地下鐵路興建及服務的意見調查問卷香港市民對地下鐵路興建及服務的意見調查問卷 

 
我們是林大輝中學中一級學生，現正進行專題研習，題目為「香港市民對地下鐵路

興建及服務的意見」。我們設計這份問卷的目的，是蒐集本港市民對地下鐵路的意

見，希望你能完成問卷，提供有關的意見。所有資料絕對保密。 

 

 
1. 在一九七二年香港政府決定興建地下鐵路時，當時你是︰ 

� 贊成興建（請回答第 2 題） 
� 反對興建（請回答第 3 題） 

2. 你當時贊成興建地下鐵路的原因是︰ 

� 道路交通擠塞 
� 可以促進香港經濟發展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3. 你當時反對興建地下鐵路的原因是︰ 

� 香港已有足夠的交通工具 
� 興建地下鐵路期間會引致路面交通更加擠塞 
� 興建地下鐵路會引致通貨膨脹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4. 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九年地下鐵路興建期間，你有否受到影響？ 

� 有 （請回答第 5-7 題） 
� 沒有 （請回答第 8 題） 

被訪者資料︰ 
性別︰� 男  � 女 
年齡︰� 31-40 歲  � 41-50 歲  � 51-60 歲  � >60 歲 
職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居住地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 小學以下 � 小學  � 中學  � 大專或以上 

 

表格式 

問答式 

引言 

正文 



 

 
5. 你所受到的影響是甚麼？ 

� 被逼遷離住所 
� 生計受到影響 
� 受到噪音滋擾 
� 居住環境受到破壞 
� 路面交通混亂，影響正常生活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6. 政府有關部門有沒有對你作出賠償？ 

� 有 （請回答第 7 題） 
� 沒有 

7. 你認為賠償是 

� 合理 
� 不合理 
� 無意見 

8. 時至今日，地下鐵路己經有五條幹線通車，你認為達到你當初的期望嗎？ 

� 能夠  （請回答第 9 題） 
� 不能夠（請回答第 10 題） 
� 無意見 

9. 地下鐵路能夠達到你的那些期望呢？ 

� 交通方便 
� 縮短交通時間 
� 節省交通費用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 

10. 地下鐵路未能達到你的期望，原因是︰ 

� 列車誤點 
� 列車太擠逼 
� 車費過於昂貴   一份混合了表格、問答及選擇三種形式的問卷 

 
 
 
 

謝謝你的寶貴意見！ 

 

 

 

 

圖表來源︰鄭德華編︰《歷史追索與方法探求香港歷史文化考察之二》，               

（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1999 年版），頁 89。 

 

選擇式 

結語（多謝被訪者的合作） 



 

設計問卷注意事項設計問卷注意事項設計問卷注意事項設計問卷注意事項︰︰︰︰ 

 

在設定具體的調查問題時，同學需要注意下列各點，以確保設問恰當，每條問題對報

告均有幫助。 

1. 所用文字力求簡潔。 

2. 問題要清楚明確，不會引起誤解而造成答非所問。如「你知道衙前圍早期約有多

少居民嗎？」這問題，就有著含糊不清的毛病。不同的被訪者，對「早期」這一

詞語的理解可能有所不同，直接影響調查結果。因此，在問題中列出明確的年期

是較佳的做法。 

3. 每一個問題應只包含一個調查指標，即一個數量、一種狀況等。例如︰「你知道

馬鞍山曾經有多少個礦坑及其位置嗎？」就含有兩個調查指標，希望被訪者能同

時說出數量和地理位置，但這往往使被訪者忽略其中一項。如果將問題一分為

二，相信效果必定更佳。 

4. 問題不會誘導被訪者回答指定答案，如設定問題為︰「歷史學家認為傳統的習俗

反映了人類過往的生活面貌，應予以保留，你對此有何看法？」就含有誘導成

份。因為歷史學家是權威的象徵，他們的專業看法對被訪者有很大的影響。只要

將「歷史學家」改成「一般人」就可以避免了這種毛病。 

5. 問題的排列次序應以先易後難為原則。 

6. 問題數量要適中。 

7. 在進行調查時，同學應先友善地表明身分，說明進行調查的原因，以取得被訪者

的信任，然後派發問題，請他當面填寫，並即時收回。 

8. 收妥問題後，同學應就所得資料進行統計及分析，並將結果融入報告中，結合其

他資料作綜合和進一步的分析，最後提出自己的看法。 

9. 同學製作報告時，需要將問題樣本置於附錄內，以便讀者能清楚了解問題的調查

範圍及內容。 

 

 



 

二二二二、、、、    訪問訪問訪問訪問    

 

1. 人物專訪即採訪與研習題目有關的人士，以聽取他們的心得和經驗。 

2. 同學可以嘗試接觸與題目有關的機構、組織，或者透過老師的幫助，聯絡相關

人物，邀請他們進行訪問。 

3. 要使受訪者願意講出他所知道的事情，並非一件易事。因此，同在進行訪問

時，需要掌握一些技巧︰ 

4. 在進行訪問之前，同學先要找出哪些資料是缺乏記載的，哪些是有待引證的，

然後按此方向設定問題。這樣不但可以使訪問進行得更順利，而且能夠取得更

大的成效。 

5. 在訪問期間，同學必須尊重受訪者，如事前要向他解釋清楚訪問的目的；又如

欲以錄音機或攝錄機錄下訪問內容時，事先一定要得到受訪者的同意。此外，

還要時常留意自己的措辭和語氣。 

6. 受訪者一般來自不同的背景，有著不同的特徵。但無論面對哪一類受訪者，同

學必須保持耐性和求知的熱情，細心聆聽，引導受訪者說出重點，才能有新的

發現。 

7. 同學要適當地控制訪問的時間和氣氛。當受訪者的談話遠離主題時，同學應立

即引導他返回正軌。 

8. 對於一些關鍵性問題，同學宜重複發問，因為每一次的答案都可能有些微的差

別，直接影響研究結果。 

9. 受訪者對同學的印象越好，願意透露的事情就會越多。因此，同學應盡量與受

訪者作多些接觸，這樣才能建立起良好的關係。 

10. 訪問進行期間，同學可透過筆錄、錄音或錄影的方式，把整個過程記錄下來。

如用筆錄，最好由一位同學負責發問，兩至三位同學負責做筆記，減少錯漏的

機會。如需要錄音或錄影，同學事前應熟悉該類器材的操作，並檢查清楚所需

配件是否經已備妥。 

11. 同學透過訪問所得的資料可能是零碎而雜亂的，因此在採訪後，應立即初步整

理有關資料，決定哪些不適用，哪些需要作進一步的補充，以便安排另一次的

訪問。 

12. 最後，同學需要將訪問的文字紀綠載於附錄內，讓讀者可翻查報告內某些意見

之來源及大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