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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旨在给心理学本科生在实施和写作心理学研究（包括定量和质性研究范式）时提供一个清晰的指
南。
学生们经常抱怨需要实际的例子以便成功地掌握写作心理学报告的技能。
本书的目的就是清晰地给出心理学研究的要求，并说明满足这些要求的做法。
我指导的很多学生在第一次和我会面时都会提出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的研究问题是否满足了一
个好的研究项目的要求？
是否足够好？
就我的经验而言，学生们经常不能在一个好的研究项目所要求的理论和应用间建立联系，比如，说明
一个有意义的心理现象，弄清与心理学知识进展的关联，或参考已有心理学文献对研究结果进行合理
地解释。
学生们经常发现这种要求难以达到，发现它很抽象，不知从哪里开始。
理论上，他们理解这些概念，但不会把它们应用到自己的研究项目中。
本书将利用实际的例子来说明如何完成一个心理学研究项目。
本书还试图使学生具有实施和写作研究项目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本书主要是作为一本手册或指南，从概念的产生到最后研究报告的写作，覆盖了心理学研究的所有方
面。
本书对学生的指导不仅通过实例说明如何正确地做事情，还告诉了他们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心理学常常是指思维上的基本训练，包括如何批判性地思考概念和构念，以及怎样创造性和创新地思
维。
通过这种能力去创新可以推进心理学知识基础的发展。
本书主要关注成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基本方面，特别强调研究问题的作用。
研究问题或假设决定了所用方法的适宜性，以及用来回答研究问题的分析程序的适宜性。
在研究早期阶段，学生们常常不能看到这种切题关系，从而可能会引起随后的困难。
本书也会涉及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思考的想法，以便创造一个个合乎逻辑的工作片段。
最后一年的研究项目常常是指一个论文（thesis）或学位论文（dissertation）。
这通常是由于学生所进行的是一个定量研究计划，要求他们提出主张，然后尝试并给予证明。
很长时间以来，这成了一种标准，就像定量研究支配了整个心理学一样。
然而，随着心理学内部研究本质的变化，术语“论文”或“学位论文”不能再覆盖心理学本科生最后
一年进行的所有研究范围。
例如，一个探索本质的质性研究不会在一开始就做假定和主张，而是在随后的数据收集中产生理论。
因此，研究项目（project）这个术语更能描述本科生最后一年所做的作为其学位的一部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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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试图使学生具有实施和写作研究项目的知识、技术和能力。
本书主要是作为一本手册或指南，从概念的产生到最后研究报告的写作，覆盖了心理学研究的所有方
面。
本书对学生的指导不仅通过实例说明如何正确地做事情，还告诉了他们如何做正确的事情。
心理学常常是指思维上的基本训练，包括如何批判性地思考概念和构念，以及怎样创造性和创新地思
维。
通过这种能力去创新可以推进心理学知识基础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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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目的取样在目的取样中，你根据头脑中的目的进行取样。
例如，你通常有一个或多个你想要探索的预先定义明确的群体。
当你需要迅速得到一个目标样本，以及成比例的取样不是最主要关注的因素时，目的取样非常有用。
理论取样随着研究的进行，你找出感兴趣的特征，从而招募具有这些特征的被试，例如，可以利用访
谈，每次访谈都给你提供可资利用的数据。
因此，通过同时进行数据收集和分析，你要避免被很可能得不到什么新东西的大量泛泛而无焦点的数
据所压倒。
这种累积过程称为理论取样，将在本书第三部分的质性研究方法中详细介绍。
便利取样当心理学本科生为他们的研究招募被试时，便利取样也许是最常用的取样技术。
心理学本科生使用其他大学本科生作为被试也非常常见。
如果你使用便利取样，你应该在方法的被试部分描述你的被试构成，因为你选取的样本构成和类型会
影响外部效度以及你能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
这一点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还会多次讨论。
配额取样在配额取样中，你根据某些固定的配额非随机地选取被试。
有两类配额取样：比例的和非比例的。
在比例配额取样中，你想要通过抽取一定的比例，代表总体的主要特征。
例如，如果你知道总体有40％的女性和60％的男性，而且你想要一个100人的样本，你会继续取样直到
你得到这两个比例，然后停止。
因此，如果你的样本中已经有了40名女性，而男性还不够60名，你会继续抽取男性。
即使合格的女性参与者出现，你也不会抽取她们，因为你已经“满足了你的配额”。
关键问题是你根据研究问题，决定配额基于的具体特征。
非比例配额取样的限制还要少一些。
在这种方法中，你规定在每个类别中想要抽取的单元的最小数量。
在这里，你不关心数量是否与总体的比例匹配，你只是想要有足够的数量，让你能够讨论即便是总体
中最小的群体。
这种方法相当于分层随机取样的非概率版本，它通常用于确保较小的群体在你的样本中得到充分代表
。
雪球取样在雪球取样中，你从找到满足你研究的包含标准的个体开始。
然后，你要求他们推荐他们认识的其他满足标准的人。
尽管这种方法几乎不可能得到代表性样本，但有时候它可能是最好的可用方法。
当你试图获得难接近或难找到的人群时，雪球取样格外有用。
例如，如果你研究的是吸毒者，你几乎不可能找到吸毒者的完全列表。
但是，如果你找到一个或两个吸毒者，你可能发现他们认识其他吸毒者以及知道如何找到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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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每年都要指导各种层次的学生做本科生基金研究或毕业论文，每次都要强调书中涉及的这些内容。
常常在实验室的例会上说，这次说过了，就不能再出现这类问题啦！
其实不可能的。
原则和规范是定的，而学生是常新的。
所以如果这本书能够作为一本很实用的简明指导手册，在学生进行自己研究工作的时候能时不时地翻
看一下，以减少迷茫和困惑，少走很多弯路的话，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这本书是黄希庭教授领导的中国心理学会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翻译的心理学方法丛书中的一本。
当时在帮助黄老师与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小雷一起挑选原版书籍、组织翻译队伍的时候，由于各方面工
作很多，又有不少翻译和写作的欠账，并未将自己列入其中。
怎奈黄老师亲自点将，要求我承担此书的翻译工作，惶惶然应允。
考虑到这本书涉及研究的各个环节的规范，我请了有过研究经验、已经独立开始从事心理学教学和研
究工作的学生参与进来，讨论并启动了翻译工作，整个2008年的暑假和接下来的一年，与出版社来回
沟通修改，直到2009年的暑假校对书稿的清样，断断续续终于完成。
作为责任人，首先非常感谢黄希庭老师的信任和鞭策，完成这项工作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积累的过程
，同时还要感谢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翻译及重庆大学出版社的编校人员。
本书的翻译出版是多人合作的成果，具体分工是：王彦（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第一单元第2～10
章；张真（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第三单元；王异芳（首都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第二单元；赵
婧（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四单元第23章及本书附录A；覃婷立（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四单元
第25章及本书附录B；于悦（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第四单元第24章；另外，苏彦捷完成了本书序言、
第一单元第1章、第二单元和第三单元的部分内容以及全书统校的工作。
虽然参与翻译的我们都有过心理学研究工作和撰写论文的经验，但由于不同研究方向和所熟悉领域的
差异，难免会有不够贴切准确甚至错误的地方，请读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便于我们在适当的时候修正
，以免误人误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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