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分析法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定义

又称信息分析法，是一种以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又称信息分析法，是 种以文献资料为研究对象，

进行定量描述的研究方法。

将非定量化的文献或其他材料转化为定量的数据

资料，并且以数据为素材，对文献内容进行统计资料，并且以数据为素材，对文献内容进行统计

分析，然后对事实作出判断，形成研究结论。



桑代克对英语单词的频率计算，以鉴定英语最常桑代克对英语单词的频率计算，以鉴定英语最常

用词，作为教材编写的基础。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对历史文献的定量分析，70年

代开始用于社会学研究，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研代开始用于社会学研究，后来逐步推广到其他研

究领域。

1985年李秉德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一书中，

描述内容分析的四种模式，首次引入我国描述内容分析的四种模式，首次引入我国。



方克豪瑟（G R F kh ）对60年代美国公众方克豪瑟（G.R.Funkhouser）对60年代美国公众

最感兴趣问题的研究

袁智慧的硕士论文对《教育研究》复刊后20年的

研究趋向的内容分析研究趋向的内容分析

学前案例：对学前教育学领域11年来论文选题方

向的内容分析（刘晶波等）



可对任何文献形式进行研究可对任何文献形式进行研究

书报、杂志、小说、信件、广播、音乐、演讲、录音、

电影电视 照片等等电影电视、照片等等

如：评价学术成果的指标，用论文被引用次数和范围，

SCI、SSCI（科学引用索引）

如：邢志强统计50种期刊引用《教育研究》中的文章

频次，验证《教育研究》的权威性。



的内容 察 保存明显的内容（可观察、可保存）

客观的事实（人数、次数、篇数等）

系统的记录（分析框架、表格、）

量化的结果（数量单位 数学关系）量化的结果（数量单位、数学关系）



对可作比较的文献对可作比较的文献

如：学前教育领域各类课程所选教材的比较

对发展趋势的判断分析（对学前教育课程发展趋势的

判断分析）

对教育教学实际问题的分析研究（对学前教育课程教

师教学风格的研究）师教学风格的研究）



确定目标 确定分析确定目标
和研究问

题

抽取文献

样本

确定分析
单元和分
析类目

对资料作
量化处理

统计分析
诠释结果

案例

我国学前教育领域关于“课程”选题的研究状况及分析



抽取文献样本要考虑的问题：取文 样本要考虑

文献内容的总体？

从什么文献中抽样？从什么文献中抽样？

抽哪些文献？

抽什么时间段的文献？

用什么方法抽样？



分析单元：描述和解释文献内容时所用的单位，分析单元：描述和解释文献内容时所用的单位，

它是登记或抽样时所用的最小单位。

通常抽样单位=分析单元，如抽多少篇文章就有多

少个分析单元。少个分析单元。

划分分析单元，可根据文献的独立单位，如篇、

章、节、段、句子、词等。



分析类目是文献内容的指标项目，相当于观察

清单

分析类目要满足研究目的的需要分析类目要满足研究目的的需要

要遵循分类的基本原则，穷尽、互斥

划分类目要彻底，每一项内容都有归口

选择界限清楚、便于量化、有明显特征选择界限清楚、便于量化、有明显特征

事先确定分类标准，不要随意改变



量化处 就 数字描述 象或水 就 将抽量化处理就是用数字描述现象或水平，就是将抽

取的文献内容从形式上转化为数量化的过程。取的文献内容从形式上转化为数量化的过程

量化的最终结果为数字形式。

量化常用的方式：二元编码、频数、量度、赋值。

量化处理包括评判记录和信度分析。



评判记录要客观 避免主观评价意见评判记录要客观，避免主观评价意见

评判的最终结果必须是数字形式

根据频数进行推断时不要忽略基数

对主观性较强的内容进行评判 最好要有两个以上对主观性较强的内容进行评判，最好要有两个以上

的评判员分别进行记录

最好对内容分析结果进行信度分析



描述各类目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对数据的整理和统计分析

合理地对数据作出解释，推导出结论



文献法 内容分析法文献法 内容分析法

• 定性研究

• 收集分析与课题有关

• 定量研究

• 对抽取的文献样本进

的文献

• 搜集查阅鉴别评价归

行评判分析

• 抽样确定类目量化处

类整理

• 对事实材料作出评述

理数据分析

• 对量化数据作出统计对事实材料作出评述

性说明

对量化数据作出统计

分析



研究成本较低 时间较节约 可以单干研究成本较低，时间较节约，可以单干

作数量化描述直观简洁、研究品质较高

评判较客观、有系统、较可靠

结论逻辑性较强 可重复 有说服力结论逻辑性较强、可重复、有说服力

适用时间跨度大的纵向研究、趋势研究

适用范围广，便于实践工作者掌握运用



研究仅限于已记录的文献

收集齐全文献难度较高，尤其个人资料

对内容分类 编码困难 缺乏标准格式对内容分类、编码困难，缺乏标准格式

确定分析类目、评判记录、记数体系上主观性

较大

文献提供者的教育程度、沟通能力、情境因素文献提供者的教育程度、沟通能力、情境因素

等会影响研究的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