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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等 別：四等考試  

類 科：社會行政 

科 目：社會研究法概要 

 

一、研究者應依據研究主题判断選取合宜的研究方法，請從目標、邏輯，研究設計、研究資料、

研究結果五面向分析量化研究(quantitative research)與質性研究(qualitative rescarch)的差異(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考點在於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比較，這也是在正課中我不斷提醒各位務必

要格外注意的重點，相信有充分準備的夥伴應該駕輕就熟，針對這五個面向一

一比較即可完整作答。 

【使用學說】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的差異比較 

【擬答】 

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是社會科學研究中重要的兩種典範，研究者應依研究主題選擇合適的研

究方法，以下茲就目標、邏輯、研究設計、研究資料、研究結果等五層面，分別論述兩者之

差異： 

目標間的差異 

量化研究：將世界視為一個有秩序、法則，且穩定的事實，這個事實能被完全的了解，

也能透過「概念化」、「具體化」或「操作化」的過程被正確的測量，並用以驗證研究

者所引用的理論及其對變項間種種關係所做的假設。因此，量化研究強調檢驗、預測有

關社會事實的因果關係假設，或研究結果的推論；以此觀之，量化研究主要目標在於解

釋，以驗證現象的因果關係為主。 

質性研究：把現實世界看成是一個非常複雜，且不斷變化的「社會現象」，由多層面的

意義與想法所組成的動態事實，會因不同的時空、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有不同意義，據此

，質性研究的目的不在於驗證與推論，而是在探索一個較為深奧、抽象的內心世界，開

發新的概念，並試圖探索與發現在現象內社會行為有意義的關係及其影響。 

邏輯間的差異 

量化研究：傾向於「演繹法」，由理論推衍的假設指導觀察，屬於檢證的邏輯，就理論

或學說的發展，傾向於概念的發展、假設的驗證，詳加探討已知的現象與事實，以使概

念有更完整的發展，因此，特別適合用於研究者具有充分的背景知識時使用。 

質性研究：傾向於「歸納法」，由觀察所累積的法則構成理論，屬於發現的邏輯，就理

論或學說的發展，這種歸納性的策略，重點在於新的理念發展，多應用於探討未知的社

會領域，因此，特別適合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缺乏背景知識時使用。 

研究設計間的差異 

量化研究：量化企圖從一個「客觀」的立足點描述社會事實，採取「局外人取向」，強

調應從理論觀點剖析當事人行為的客觀意義。傾向以嚴格的實驗控制或統計控制，排除

無關變項的干擾，以驗證「純淨」的因果關係，其焦點放在「內在效度」，通常會採用

調查研究法、實驗研究法、單案研究法等方法蒐集資料，以驗證兩個變項間是否有差異

性、關聯性或因果關係。 

質性研究：質性研究採取「局內人取向」，採用研究中參與者的觀點描述社會事實，主

張由當事人本身的觀點看待當事人行動的主觀意識。較為彈性，偏好自然觀察或無結構

訪談，以揭露當事人在原本生活情境下的行為與態度，通常會採用深度訪談、焦點團體

、行動研究、參與觀察等方法蒐集資料，仰賴參與者細心觀察、深入理解研究結果的意

義；同時也強調探索性的研究設計，雖然其研究結果推論性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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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資料間的差異 

量化研究：注重「操作化」，將研究中抽象的構念與概念轉化成操作性定義，從抽象的

概念導引指標，以形成可精確測量與計量的變項，最終以數據形式呈現。據此，量化研

究的資料對於信度與效度的要求較高，且因施測方式與測量工具均非常固定，所以研究

資料的複製性高，概推性亦高。 

質性研究：注重「概念化」，從細膩的觀察中逐步累積抽象的概念；質性研究者使用被

研究者本來使用的文字語言進行歸納、分析，並呈現研究結果與探討意義。據此，質性

研究資料的特色是真實、豐富、有深度，可透過三角交叉檢證，確保研究資料的信、效

度，不過缺點是概推性較差。 

研究結果間的差異 

由於量化研究的目標在於理論通則的建立，主要是透過統計的方式對數據資料進行分析

，並進行假設的驗證。 

由於質性研究的目標在於深入探討經驗現象與行為，因此會對所蒐集的文本資料，深入

探詢每段敘述中所隱含的深層意義，並從中釐清事件的脈絡。 

 

二、請說明類別尺度(nominal scale)、順序尺度(ordinal scale)、等距尺度(interval scale)及等比尺度

(ratio scale)，這四種測量尺度的差異及在統計上的應用。(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也是屬於基本的考古題，而本題作答時，除了說明各個類別尺度的意涵之

外，也必須說明在統計與資料分析上要如何進行選擇與應用。 

【使用學說】測量尺度的意涵 

【擬答】 

進行測量時，會依變項的性質區分出不同的測量尺度，而研究者應依不同的尺度選擇合適的

統計分析方式，以下將分別說明類別尺度、順序尺度、等距尺度以及等比尺度的意涵及其在

統計上的應用： 

類別尺度 

類別尺度指針對現象的類別或名稱，給予觀察記錄，其數值無大小之別，僅代表種類不同

，因此無法依其數值進行四則運算或大小排序，只能進行次數的描述。例如：地理區域只

能代表地點的不同，無法針對不同的地理區域進行比較，因此為類別尺度。 

順序尺度 

順序尺度指針對現象的等級或排序，予以觀察記錄，可代表不同種類，同時也可排序大小

，但無法進行四則運算。例如：不同的年級代表性質的不同，同時也能比較大小順序，但

年級與年級之間無法進行加減運算，因此為等級尺度。 

等距尺度 

等距尺度具有次序尺度所有的特性。除了能比較大小外，等距尺度測量值之間的差別也可

以比較大小。等距尺度測量值可以相加和相減，其結果仍然有意義。但由於等距尺度並無

「絕對零點」，因此無法進行乘除運算，例如：溫度 0 度並不代表沒有溫度，並無絕對零點

，因此微等距尺度。 

等比尺度 

也稱比率尺度，等比尺度具有等距變量的所有特點，且具有絕對零值，因此可進行算術四

則運算，是所有測量尺度中最高等級的尺度，例如：由於每月薪資具有絕對零點(收入為零

元)，因此可以進行四則運算，屬於等比尺度。 

選擇測量尺度的原則 

社會現象大多只能以類別或等級尺度測量，但有時也可以將某些現象「近似的」視為等

距或等比測量，例如「智力」測驗。這時要注意這種近似計算的合理性與可能產生的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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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 

高層次尺度可能獲得更多、更精確的訊息，但調查和分析所需要花費的成本越高，而低

層次尺度則相反。因此，選擇尺度要結合課題要求與研究條件。 

以較低尺度蒐集的資料不能用較高尺度的數學運算處理，但反過來則可以，因此，與多

研究都是盡量先蒐集更多、更精確的訊息，但在分析時卻只做一些簡單的運算，雖然會

造成很大的浪費，不過當需要做補充分析時，這種策略還是必要的。 

一種變項可能適合用各種尺度測量，選擇何種尺度取決於研究所要求的精確度。 

三、從證據為基礎的實務( Evidence-Based Practice, EBP) 探究最佳的科學事證，是實務處遇決策

、政策過程重要一環。請列舉一實務議题，並運用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EBP)及其程序，說

明如何形成有效的干預策略。(25 分) 

【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題「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之模式」（EBP），是當代社會工作實務中的重要

模式，本題雖出在社研法，但過去多出在「社會工作」此一考科中；此外，以

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嚴格來說，與「實證典範」仍有些許差異，如果作答

時，以實證典範切入說明，雖然能沾到邊，但未能命中核心，因此，建議作答

時仍應以社會工作中的實務進行步驟為架構進行說明會較為適切 

【使用學說】「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之模式」（EBP）的基本概念與實施步驟 

【擬答】 

受到實證主義影響，近年來，「以實證為基礎的實務(Evidence based practice and policy)」興

起，是來自於對社會工作實務的品質及有效性的回應，以下將具體說明其意涵及其實施程序

與步驟：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之意涵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強調服務方案規劃與輸送的有效性，應以科學檢驗為基礎，而

證據則成為最有效力的依據，經由嚴謹的研究方法與運用具體有效的研判指標，據以監督

處遇與評估成效，才能確保有符合民眾需求的高品質政策，並提供有效能的社會服務。因

此，實證本位服務乃指「從專業人員提問合適臨床社會工作問題開始，經過服務處遇的選

擇，至評估此特定處遇情境之有效性與適用性的整個過程」。實證本位服務強調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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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必須經過實證研究證明有效的。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之步驟：以受暴婦女的處遇方案為例 

獲得最佳證據：最好來自針對特定處遇方式所做的一系列成效研究之結果，所形成的實

證上的共識（empirical consensus）。例如根據實證研究，充權與優勢觀點的社會工作有

助於婦女的復元，因此本次處遇方案擬採用充權觀點的策略介入。 

在考慮個案的獨特價值觀和需要下，由具專業知識的臨床人員根據最佳證據提供服務。

例如：本此的介入方案，會先評估服務對象的個人經驗、心理狀態、社會支持等資源，

隨後由專業社工人員進行個案會談或是優勢觀點的個管，並根據其特殊的需求提供個人

化的服務處遇。 

對有效性進行評估，提供服務持續改進的回饋。將對在進行工作之後，設計回饋性的評

估，例如：在服務過程中，會透過訪談以及相關的量表，以蒐集處遇改善過程的相關資

料，且在處遇結束後亦會持續追蹤觀察，並依所蒐集的實證資料進行處遇有效性的分析

與評估，並作為判斷時否要繼續進行下一階段處遇的資料基礎。 

「以證據為基礎的實務模式」之優點 

透過嚴謹的證據蒐集與分析，將其結果應用於實務工作中，有利於提升服務處遇的品質

與效能。 

實徵的證據可以提供處遇服務規劃強而有力的基礎。 

可監督與評估處遇方案的服務效果與品質，並依證據進行調整與修正。 

以證據為基礎的介入可以被標準化或手冊化、程序式的教導 

綜上所述，經由實證研究，提供政策或實務決策者或工作者一個明確、可行的資訊，以確

實證明其服務對象的問題是可以獲得改善、生活可以獲得提升的，已是當今實務與決策者

不可不關注的議題。 

 

四、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每小題 5 分，共 25 分) 

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 

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雙盲實臉(double-blind experiment) 

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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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題關鍵】 

《考題難易》：★★★ 

《解題關鍵》：本次的名詞解釋，有較多統計相關的名詞，這可能是多數夥伴們這次面臨到的

一個挑戰，之前在正課時也有特別提醒，未來統計相關試題中，出現計算的機

率非常低，重點在於概念的理解與統計資料的解讀，這也是未來準備相關考科

時應注意的重點。至於本題中的第 2、3、4 個名詞都是屬於基本概念，這對於

各位夥伴們來說應該不成威脅。 

【使用學說】第 1 小題、第 5 小題：推論統計基本概念 

            第 2 小題：效度的類型及其基本概念 

            第 3 小題：實驗設計 

            第 4 小題：紮根理論與非隨機抽樣 

【擬答】 

中央極限定理(central limit theorem) 

從同一母群體取出樣本數為 n 之無限多組樣本，此無限多組樣本之平均數之分佈，稱為「

樣本平均數抽樣分佈」。當「樣本平均數抽樣分佈」抽樣之樣本數 n 趨近於無限大時，依

據「中央極限定理」，其分佈具有以下特性：樣本平均數抽樣分佈會趨近常態分佈、樣本

平均數抽樣分佈之平均數會等於母群體平均數、樣本平均數抽樣分佈的標準差，又稱「平

均數之標準誤」，會等於母群體標準差除以樣本數 n 的平方根。(隨著 n 增加，平均數之

標準誤會隨之變小。) 

效標關聯效度(criterion-related validity) 

效標是指足以顯示測驗所欲測量或預測特質的獨立變數，作為檢定效度的參照標準，而效

標關聯效度指測驗分數與效標分數之間的相關程度，又稱為統計效度（Statistical Validity）

或實證效度（Empirical Validity）。效標關聯效度可分為：同時效度（Concurrent），係指

測驗分數與當前的效標資料之間的相關而言，這種效度常用的效標資料包括在校學業成績

、教師評定的等第、其他同質性測驗的結果等；以及預測效度（Predictive），係指測驗分

數與將來效標資料之間的相關而言，其常用的效標資料包括專業訓練的成績與實際工作的

成果等。 

雙盲實臉(double-blind experiment) 

又稱為「雙層保密實驗」，在實驗時，不讓受試者知道自己接受何種實驗處理，此種作法

在於做到一層隱密的工作；一層隱密雖可使受試者不知自己接受何種處理，但實驗者卻知

情，如此易形成實驗者偏見而混淆實驗的結果，故為求進一步的保密，應由第三者（例如

：研究助理）而不由實驗者予以處理，並記錄那些受試者接受何種實驗處理，如此一來，

可提供多一層的安全保障。 

理論抽樣(theoretical sampling) 

理論性抽樣，係指以「已經證實與形成中的理論具有相關的概念」為基礎而做的抽樣，也

就是說，抽樣的對象要能夠顯現出與理論具有相關性的事件與事例。採用理論性抽樣，可

以使概念間的理論性特質越完整，理論性關聯越清楚。抽樣的程序，則根據研究者當時所

做的譯碼類型而有所不同。 

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在母數估計中，與某程度信心水準相信的抽樣誤差下，所推估的母數可能範圍，因此，母

數的信賴區間極為估計值加減抽樣誤差之範圍。例如：某調查在 95%的信心水準下，市民

對施政的滿意度為 45%，抽樣誤差為 3%，表示市民的真實滿意度有 95%的機會落在 42%

至 48%之間，此即為區間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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