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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全国 15 所高等院校的 157 篇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

归纳和总结其特征。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为：根据论文需要选择方法，注重多种方法的综合运

用；形成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的多元方法体系；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学位论文的科学化；重视

问卷调查方法的运用，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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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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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s carried out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157 doctor and master degree 

theses by graduate students majoring in sports humanistic sociology in 15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in China, 

sorted out and summarize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cation of the re-

search methods: The students selected the methods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their theses; the students had paid at-

tention to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methods; a multi-method system based on a major research 

method was formed; the students had paid attention to combining qualitative methods with quantitative methods to 

make their degree theses more scientific; the students had showered attention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o uplift the demonstrative level of their degree the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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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方法的进步必然带来体育科学的突破，正确地运用

体育科学研究方法，将更能有效地提高科研质量，更有效地

解决体育科学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1]。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研

究体育运动领域中各种人文现象和社会现象的一门综合性

学科，是一个庞大的学科群，包括了几十门已经成熟和接近

成熟的学科，和数十门正在发育成长的新兴学科[2]。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的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几乎都是应用文献资

料和逻辑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方法，少有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研究，且总体水平不高。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问卷调查和

数量统计方法得到广泛的应用，其中问卷调查在硕士研究生

学位论文中应用更多[3]。然而，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信息

量与日俱增的 21 世纪，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规模

不断扩大，在过去 5年中全国招收了近千名体育人文社会学

的硕士研究生和近百名博士研究生[2]。截至 2006 年，我国体

育人文社会学博士学位授予点有 8个，占总数的 32.0％，硕

士学位授予点有 65 个，占总数的 27.3％。因此，在体育人

文社会学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重视和加强研究生学

位论文的研究方法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有利于促进学位论文

研究方法运用的创新，提高学位论文的质量。 

本研究随机抽取北京体育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华南师

范大学等 15 所高等院校的体育人文社会学专业研究生学位

论文 157 篇为研究对象，其中硕士论文 114 篇，博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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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篇，对论文中具体运用的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分析，了解

新时期研究生在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方法运用的情况，

归纳和总结其特征。 

 

1  研究方法总体运用状况 

体育科学中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指针对某一领域运用的

手段和技术。根据其运用的范围又可分为基本研究方法与特

殊研究方法，体育科学研究中的基本研究方法有用于收集资

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文献法、观察法、调查法、实验法等）

和分析资料与实事的方法（例如理论分析、统计分析、系统

分析等）[4]。根据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中所运用的研究方法

频数统计（表 1），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频

数最高的前 5种相同，依次为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

逻辑法和系统法。其他还包括观察法、实验法等。 

 

表 1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研究方法运用统计 

文献法  调查法  观察法 实验法 逻辑法 教学法  系统法  其他 学位

论文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硕士 109 95.6 95 83.3 7  6.1 8 7.0 47 41.7 64 56.1 12 10.5 8 7.0 

博士 43 100 41 95.3 9 20.9 3 7.0 23 53.5 29 67.4 9 20.9 12 27.9

 

根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统计可知，文献法

被运用频数最多，排在研究方法的首位，在 114 篇硕士学位

论文中运用频数为 109 次，95.6%的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

所有的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文献法，这与体育人文社会学

学科性质是分不开的。文献资料法是通过查阅与研究课题有

关的期刊、图书、图片等资料，把所收集的各种资料来源进

行鉴别、分析整理，运用分类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

方法进行逻辑推理，阐明所要研究的问题，以弄清事实的真

相，把握事物的相互关系，概括出某种规律性的认识，提出

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或基本思路。文献资料法所具有的这些

性质与体育人文社会学的学科特点是相吻合的，所以在各类

研究方法中运用频数也是最高的。 

在科学研究工作中，往往为了了解实际情况进行系统严

密的调查，一般可通过座谈、询问、填表、观察统计等方法。

在 114 篇硕士学位论文中运用调查法的频数为 95 篇，占硕

士学位论文总数的 83.3%。从表 2可见，问卷调查法是学位

论文最常用的调查法，有 59.6％的硕士学位论文和 72.1％的

博士学位论文都运用了这一方法，说明问卷调查法在体育人

文社会学研究中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有 42.2％的硕士学位

论文和 55.8％的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访问调查法，访问调查

法的具体形式主要有个别访谈、座谈、函询等，其主要特点

是通过直接与调查对象的访问谈话来收集其课题所需要的

研究材料，并对问题进行必要的分析；有 36.0％的硕士学位

论文和 50%以上的博士论文运用专家调查法。在专家调查法

中，大部分研究生运用了特尔菲法，专家相互隔离和匿名填

答问卷，使专家能充分独立地发表意见，在体育发展战略和

体育管理决策的学位论文中较多运用这一方法。同时，部分

研究生论文还运用了实地考察、个案分析等调查法。近年来，

个案研究受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的重视，通过某种行为

或事物单一案例的深入调查，可以探索行为或事物之间的因

果关系，特别在研究优秀体育教师、奥运冠军等个体成长过

程，可以体现这一方法的价值。可见，调查法受到研究生的

青睐，他们可以根据具体研究课题来选择不同类型的调查方

法，以保证学位论文的有效完成。 

 

表 2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调查法运用状况 

问卷调查法  访问调查法 专家调查法  其他调查法 学位 
论文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篇数 ％ 

硕士 68 59.6 47 42.2 41 36.0   9 16.7 
博士 31 72.1 24 55.8 22 51.2  16 37.2 

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常用到数理统计方法，尤其在调查问

卷法中，对数据的统计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调查中发现有

67.4％的博士学位论文和 56.1％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数理

统计方法，特别是推断统计的运用，有效提高了体育人文社

会学学位论文的科学性。逻辑法也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中常

用的一种方法。从某种意义而言，逻辑思维能力是研究工作

者科学素养的标志之一，研究生运用逻辑法进行科学研究，

可以更加深入地认识研究对象，有 41.7％的博士学位论文和

53.5％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这一方法。调查中发现，研究

生主要运用了比较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

归纳与演绎法等具体的逻辑方法。特别是分类法在学位论文

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把一些杂乱的技术资料加以整理

成各自的系统，从而发现之间的联系，以探索其内部的规律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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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体育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多样化的趋势下，系统

法、实验法、观察法等研究方法在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

位论文中也有出现，为高质量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要保

证。还有部分研究生从课题实际出发，运用了软件工程法、

预测法、生命周期法、行动研究法、社会测量法和教育人种

志方法等形式多样的研究方法，为学位论文的完成提供了重

要支持。 

随着体育科学研究的综合化发展，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

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法运用体现多样性，表现为 3种、4种

或 5 种科研方法的综合运用。据统计，有 97 篇硕士学位论

文运用 3～5种方法，占被调查硕士论文总数的 85.09％，最

多的硕士学位论文运用了 7 种研究方法，但也有 12 篇硕士

学位论文只运用了 2 种研究方法；有 36 篇博士学位论文运

用了 4～6种研究方法，占被调查博士论文总数的 83.72％，

其中还有 2篇博士学位论文运用了 7种研究方法，由于博士

学位论文要求具有创新性，因而在研究方法的使用上明显比

硕士学位论文更多样。对研究生学位论文多种方法的组合分

析，发现 2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结合为主，

3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数理统计法结合

为主，四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

法、数理统计法结合为主，5种方法主要以文献资料法、问

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为主。总

之，研究生在选择研究方法时，可根据研究课题的需要灵活

运用，以期达到研究目的。 

 

2  研究方法运用的特征 

（1）根据论文需要综合多种方法。 

研究方法的运用必须与研究课题的内容一致，才能达到

理想的研究效果。从 157 篇博士、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分析，

大部分论文能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选择适合研究课题的方

法，例如学校体育、体育经济、体育管理等研究领域的论文

主要以调查法为主，通过问卷调查、访问调查、专家调查等

具体调查法，收集了大量论文需要的实证资料；而体育史、

体育社会学等领域的论文主要以逻辑分析法为主，通过比较

与类比法、抽象与概括法、分析与综合法、归纳与演绎法等

具体逻辑方法，探索内部的规律性；特别是近年来，部分研

究生的跨专业、跨学科选题，在学位论文中运用了自然科学

常用的实验法、观察法等方法。随着科学研究方法在实践中

不断创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科研方法、手段也在不断

更新，使研究生能够运用多种方法去分析问题，寻求多视角

去解决问题。特别博士学位论文要求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大

部分论文采用了 4～6 种的研究方法，改变了 20 世纪 90 年

代初期博士学位论文运用较单一的逻辑思辨研究方法对课

题进行理论层面探讨的状况，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硕士

学位论文主要以 3～5 种研究方法为主，也体现了方法运用

的综合化和多样化趋势。总之，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

用单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

复杂现象，揭示变量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了在研究方法

运用上的进步。 

（2）以主体研究方法为基础，体现方法学的创新。 

根据以上统计结果分析，体育人文社会学博士、硕士学

位论文主要以文献资料法、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

法为主体，其中文献资料法成为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从论

文选题、提出假说到验证假说都离不开一定的文献资料，通

常贯穿于科研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而言，体育人文社会学

研究过程，就是文献资料的搜集、使用和再创造的过程，研

究生学位论文要在情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借鉴和创新。另

外，调查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也是研究生选择的主

要研究方法，成为学位论文完成的方法学基础。在当今科学

研究不断交叉和综合的趋势中，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不断

吸收跨学科的知识，把其他学科的前沿理论、先进的研究方

法运用到学位论文中，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还

有部分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从课题的实际出发，运用了

在以前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中较少使用的软件工程、预测、

生命周期、社会测量、教育人种志、层次分析法、内容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社会网络分析、路径分析等研究方法，体现

了体育科学研究的新思维，使得学位论文显示出独特的个

性。总之，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学位论文不断吸收其

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注重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提升学位论文

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社会学科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

意义。 

（3）注重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以提高科学化水平。 

近年来，由于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社会科学

研究方法出现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呈现出兼容与统合的趋

势[5]。由于体育现象既涉及到广泛的社会领域，又涉及到人

文的各个方面，因而体育现象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这给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使用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定

性与定量相结合是当代体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研究方

法提出的更高要求，重视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的定量研究，

能较准确用数量来揭示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较

精确地描述研究成果与规律。在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学位论

文运用了数理统计法对数据资料进行处理，从简单的数据描

述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其中包括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

分析、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性

统计方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

高了学位论文的科学性。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基于不同的认

识论，因而具有不同的假设和研究范式，它们之间虽有歧异

却并不排斥和矛盾，事实上，定量研究回答的是“有多少”

的问题，定性研究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定量研究与

定性研究对于体育社会科学具有不同的向度和贡献，两者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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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是提高学位论文科学化水平的有效手段。但是，有些研

究生忽略了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偶然性和独特性，有时为了

定量而定量，过分依赖统计分析结果，从而得出了相对肤浅

的分析和解释。 

（4）重视问卷调查方法，提高学位论文的实证价值。 

问卷调查法是具有实证性质，采取定量手段、依据客观

验证来认识和说明社会现象的调查研究方式，受到社会科学

界学者的青睐，特别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研究者们也比

较普遍使用这一方法。根据统计可知，问卷调查方法是我国

体育人文社会学学位论文的主要方法，在体育科学研究中具

有重要价值。在对硕士学位论文运用问卷调查法的统计分析

发现具有以下特征：运用问卷调查法的涉及学科有学校体育

学、社会体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

体育社会学等，体现问卷调查法运用的广泛性；在运用问卷

调查法论文中，有 73.5％的论文经过信度、效度检验，可见

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的调查问卷具有较高的可靠

性和准确性；就抽样方式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

文概率抽样以分层抽样为主，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就样本规模而言，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论文样本量一半

在300个样本以上，其中主要集中在500～1000个样本之间，

符合社会科学研究对样本规模的要求；在问卷数据的统计方

面，描述性统计运用最多，还运用了多种推断性统计，体现

了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提高了学位论文的质量。总之，研究

生已经认识到问卷调查法的重要地位，但是在具体运用问卷

调查法时，必须深入了解其基本性质，遵循严谨的调查程序，

从而有效地利用问卷调查法得出科学的研究结论，提高学位

论文的实证价值。 

 

3  小结 

体育人文社会学是综合性的学科群，研究方法的选择和

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对其他学科知识利用的程度及

科研成果价值的大小。与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相比，

新时期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方法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

发展创新，为体育人文社会学领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学

支持。通过对我国体育人文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研究

方法运用状况的分析，发现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生从运用单

一的方法解决问题发展到运用综合的方法描述或解释复杂

现象，注重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了文献资料法、调查

法、数学法、逻辑法和系统法的主体方法，不断引入其他学

科先进研究方法，从方法学上体现学位论文的创新，显示出

其独特的个性，提升了学位论文的质量，对于完善体育人文

社会学研究的方法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从简单的数据描述

到复杂的统计分析，特别是假设检验、相关分析、因子分析、

方差分析、卡方检验、回归分析、聚类分析等推断性统计方

法的运用，有效地将定性研究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提高了学

位论文的量化水平；科学运用问卷调查法，采取定量的手段、

依据客观的验证来认识和说明体育社会现象和人文现象，提

高学位论文的实证水平。同时，学位论文中的研究方法运用

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部分学位论文主要以理性思辨方

法为主，忽视了其他有价值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有些研究生

自身的科研素质较薄弱，出现了问卷调查方法没有信、效度

检验、没有随机选取调查对象以及小样本推断大总体等方法

学的具体问题。面对现代科技的挑战，研究生必须不断提高

科学研究素养，选择适合的研究方法解决学位论文的实际问

题，从而保证学位论文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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