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綱要

一、訪談法的意義及類型 -----------李能傑

二、深度訪談法的步驟及運用

(1)建立關係、收集資料-----黃昭富

(2)資料整理、分析與詮釋---李緯宗

三、深度訪談法的倫理及優缺點-----胡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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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李能傑
學號： 596101201

Part Ⅰ
◆訪談的定義
◆訪談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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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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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訪談的意義

(

一)

訪
談
的
定
義

訪 受
口語溝通

特定主題了解

想法與感觸

conversation ╳

●明確的目的
●雙方關係
●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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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訪談的意義

(

二)

不
同
於
「
調
查
訪
問
」

1.內容設計：事先/單方

2.歷程控制：標準/控制

3.著重訊息：單面/特定

4.受訪對象：平凡

5.訪員角色：中立

6.訊息詮釋：理論/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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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深度訪談的意義

(

三)

不
同
於
「
助
人
專
業
的
會
談
」

1.目標：答案

2.關鍵人物：

3.會談過程：問問題

4.問問題：依據
社會工作師、
精神科醫生、
心理師、
諮商師、
輔導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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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一、深度訪談的意義

訪 受口語溝通

共同建構

社會現象/行動

聆聽與觀察

詮釋

還原現象/行動

(四)特質

1.有目的的對話
2.雙向交流的過程
3.平等的互動關係
4.彈性的原則
5.積極的傾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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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法的類型

1.結構式的訪談

2.無結構式的訪談

3.半結構式的訪談

(一)、依訪談問題的嚴謹度

(二)、依運用的情境

1.非正式的訪談

2.正式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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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結構式的訪談

example-減重

•甚麼時候開始一天的進餐
•每一天進餐時都吃些甚麼？
•第二次進餐時相隔多久？
•第二次進餐時都吃些甚麼？
•第三次進餐時又間格多久？
•第三次進餐時都吃些甚麼？
•…

(一)、依訪談問題的嚴謹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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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無結構式的訪談

無法正確掌握該詢問哪些問題，

所以無法預先發展出完整的訪談大綱…

●使用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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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半結構式的訪談

example-了解青少使用搖頭丸的經驗

引導式
的問題

開放式
的問題

請問你有曾經使用過搖頭丸嗎？

是不是可以告訴我那一次使
用搖頭丸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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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非正式的訪談

(二)、依運用的情境

２. 正式的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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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黃昭富
學號： 596101206

Part Ⅱ
◆建立關係
◆收集資料

1515

深度訪談關係建立

◆漢得生（Henderson1991）
一、建立個人性互動
二、開放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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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者 受訪者

一、二人關係（社會學家）
二、對話之旅形成夥伴關係
三、優秀訪談者的特質

．個性
．身分
．表達能力
． 誠懇態度
． 廣泛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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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資料收集

◆ 訪談大綱設計的原則（收集文獻）
問題順序
．由淺入深
．由簡入繁
．開始先問簡單問題、然後再深入難度高或較為
敏感性話題
．先問近期發生之事、再問過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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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收集範例

◆研究者想要了解寄養家庭參與寄養服務動機、經
驗和看法

◆訪談範疇
．社會人口資料
．與寄養工作經驗有關之問題
．與機構互動之關係
．家人涉入寄養工作的狀況
．寄養工作對家人關係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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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訪談的問題範例

◆派系與選舉訪談題目設計
(1) 自認當選的因素有哪些？
(2) 在哪些地區得票數較高？ ( 為什麼？有哪些樁腳？ )
(3)覺得(所屬) 政黨有無幫助？
(4)目前縣政(或鄉鎮市政) 出現什麼問題？如何解決？
(5)與哪些縣議員(或鄉鎮市長) 、村里長較要好？
(6)有無經營企業(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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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鄉鎮市(縣) 有那些派系？
(8)其他縣議員(或對手) 所屬派系為何？
(9)有無所屬派系(或與什麼派系較為接近)？
(10) 此派系的歷史淵源與地緣關係？
(11) 選舉時，派系內部如何協調出適當人選？
(12) 有無召開定期的派系會議？
(13) 派系力量有無消長？原因為何？
(14) 派系與農會、漁會、水利會、調解委員會關係
(15) 背景資料： 年齡？黨籍？派系？性別？教育程

度？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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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確定訪談時間和地點
‧以受訪者方便接受訪談時間為主
‧訪談時間長短或訪談次數須與受訪者達成協定
‧訪談時間原則上以1 – 2 hours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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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協商相關事宜
．自我介紹
．說明研究主題與目的
．訪談運用之言語
．訪談進行之規則如錄音、自願
．說明受訪者是如何被選擇
．說明受訪者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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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前的準備工作

◆規劃如何進行訪談資料之記錄
．內容型記錄－最好是透過錄音
．語言型記錄
．方法型記錄－訪談技巧與方法及對受訪者的影響
．內省型記錄－研究者在訪談過程的自我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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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應注意事項

問題類型
．1.開放型VS.封閉型問題
．2.具體型VS.抽象型問題
．3.清晰型VS.含混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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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應注意事項

◆提『問』問題的原則
1.如何開始訪談的第一句話
先建立關係、消除緊張、再開始問問題

2.如何進一步追問問題
（1）質性研究的深度訪談應以開放、具體與清晰
型問題為主

（2）如何探尋概念、觀點、事件或詞語呢？
a.適時－讓對方表達，而非一味追問

b.適度－不要太尖銳，應採用迂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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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中應注意事項

◆積極請聽的重要性
．原則一：積極關注
．原則二：不輕易打斷受訪者談話
．原則三：容忍沉默

27

訪談中應注意事項

◆訪談中回應技巧
．確認或認可
．重述或摘述
．自我暴露
．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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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訪談時應注意事項

◆在自然友善的氣氛下結束訪談工作
◆最後詢問受訪者參與訪談的經驗與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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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李緯宗
學號： 596101222

Part Ⅲ
◆資料整理
◆分析與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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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處理困境

•質性資料的處理方式至今還未達共識，是造成質
性研究未能被廣泛接受的原因之一。但在研究資
料處理過程中，研究者可以根據研究目的來選擇
最能凸顯研究主題的方式，在研究主題選擇上就
比量化研究更具靈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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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料處理第一步驟

•深度訪談的資料處理第一步驟就是寫逐字稿，也
就是將錄音逐字轉譯，最好是每一次訪談結束，
馬上由研究者自己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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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者角色

•許多研究者本身非訪談者，或訪談者非逐字稿轉
譯者，都會影響研究結果之可信度與可靠度。

•研究者親自訪談與轉譯逐字稿，也才能掌握資料
收集是否已經飽和 ，以決定資料收集工作是否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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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斯（Tesch，1990）之十項處理原則

1.分析不是研究過程的最後階段，而是隨著資料
收集過程不斷進展。也就是說資料收集與資
料整理分析往往是同時進行。

2.分析過程是有系統、能理解，但絕非固定形
式，因此研究者需經過嚴謹的方法論的訓練
並具備嚴密的邏輯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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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料收集歷程中，摘要手記有助於資
料的分析

4.將資料片段化，區分為相關、有意義
的單元

5.資料分類體系應根據資料特性而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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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比較是分析過程中最主要的方法

7.資料分類的方式是暫時的，雖是發生
在資料收集的開始階段，但可隨時更
改

8.分析過程中對資料的操作並無成規可
以墨守，也沒有絕對正確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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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分析程序並非科學性或機械性，沒有
絕對規則可循，但也不是無限制地創
造，仍需要高度的方法論和專業知識

10.儘管在分析過程中不斷地分類、單元
化，但分析結果最終應擁有某種程度
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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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策略

1.分類分析法
研究者根據資料的類別屬性，對所收集資料加
以分類。

2.描述分析法
研究者主要是運用本文資料，對研究現象之本
質進行有系統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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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述說分析法
研究者對研究資料的分析與詮釋，是根據研究現
象與現象之關係脈絡，作為資料分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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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內容分析與詮釋

1.內容分析法：
將資料片段化，區分為有意義的單元，是最常
見處理逐字稿的方法。也就是反覆仔細閱讀逐字
稿，找出與研究問題相關且有意義的陳述（也就
是片段化和單元化的過程），再從這些陳述中找
出隱含的意義。重複上述步驟，最後將這些隱含
的意義歸納成主題群，從主題群中抽取抽象的概
念，最後試圖建立觀念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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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另一種逐字稿的處理方式，是將逐字稿加以編
碼，也就是在逐字稿旁邊編列數字，再簡略地註
明其中內容。這樣可以迅速找到要分析的重點，
也可以進行量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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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些質性資料也可以轉換成電腦能處理的方式。
但是深度訪談主要是研究者希望能呈顯受訪者複
雜且詳盡的情緒及敏感的內心反應，因此豐富資
料的本身就是研究的重點，如轉換成電腦能處理
的方式，反而失去其豐富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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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針對訪談逐字稿的描述、解釋、建立理論等，也
可以採用紮根理論。
主要的程序包括針對訪談逐字稿進行開放編碼，
以產生概念化進一步歸納出類別，再根據屬性及
面向再做發展，分化拆解出次類別，接著是主軸
編碼，沿著屬性與面向上的直線以連結類別與次
類別，接著是選譯編碼，以統整及精鍊理論，由
一個核心概念組織起來，勾勒出理論架構，著手
去精鍊理論、修剪多餘概念、補足未充分發展的
類別等，接著是歷程編碼，進行整個編碼歷程的
檢驗等，以發展出暫時性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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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果呈現

1.訪談資料必須經過研究者整理和分析，而不是只
將逐字稿資料拼湊成一篇文章。

2.要將資料消化吸收，必須研究者對相關理論有深
刻認識，藉由理論將大量逐字稿有系統有組織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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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論建構使研究者可以在不斷收集到資料的同時
增進概念的發展，所以說質性研究的成果與事前
準備工作息息相關。

4. 研究者必須花更多時間累積背景知識，並不時地
培養理論的敏感度，來引導研究者分析瑣碎的資
料，從中找出有意義的解釋並建立其系統與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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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質性研究較能接受不同的處理方式，研究者可以
根據研究目的來選擇最能凸顯研究主題的方式。

6.研究結果的呈現方式最常見的是有意義的摘取配
合逐字稿的呈現，因為逐字稿具有高度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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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胡復興
學號： 596101204

Part Ⅳ
◆研究倫理
◆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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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理

•受訪者是「人」，而非物或研究對象
•考慮重點－對受訪者是否造成干擾，

而非資訊蒐集是否足夠
•結束訪談如何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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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訪談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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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問題可依照大綱提出，也可機動調整內容
•面對面，受訪者可回答複雜或抽象的問題
•受訪者可自由發表意見，但可受控制
•受訪者可重覆發問，訪員可解釋問題
•訪員可直接感覺受訪者反應
•可提高問題針對性與答覆率
•調查範圍比較廣泛
•能適用各種文化背景受訪者，例如文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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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點

•受限於訪員表達能力
•受訪人數受限制，代表性偏低
•容易以偏蓋全
•受訪人若主觀解釋臆測，易造成誤差失真
•資料難以量化
•受雙方文化背景條件的限制
•事涉敏感、私人問題時，真相難求
•較耗費人力、財力、物力、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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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相關研究

•研究分析－國內十五篇以深度訪談從事
資料的碩士論文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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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分析一覽表
• 研究背景、主題－各異
• 研究對象－5~19位
• 訪談期間－25天~2年
• 訪談地點－安靜場所
• 研究方法－配合他法，參與觀察法最多
• 研究步驟－與個案建立關係、參考文獻、提出假

設、建構大綱、訪談、整理分析資料
• 資料處理方式－整理逐字稿、分析資料
• 結果呈現方式－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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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訪員須與受訪者建立深度關係
•資料豐富多元化
•研究者須具備－敏銳觀察力

高度親和力
理論敏感度
邏輯思考組織能力
良好寫作能力

•質性與量化研究，互不排斥，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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