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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吕战友：

你好！

问卷调查是调查研究搜集资料最

为常用的一种方法，也是各级机关了

解掌握基层建设情况、收集官兵意见

建议、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途径。问

卷设计并非易事，要想真正达到听取

呼声又解决问题的效果，既需要严谨

科学的求真态度，又应达到规范的技

术要求，尤其是问题设计要坚持系统

谋划、求真务实，注重对象特点，走好

群众路线。

从系统谋划中来。很多人把问卷

设计看得很简单，认为只要把想要了解

的事情变成问题和选项，就算完成了问

卷设计。实际上，问卷设计有着严谨的

逻辑。首先要围绕研究问题，提出研究

假设，然后设计指标体系，再根据指标

体系设计具体问题和选项，最后根据问

卷的逻辑、问题的性质和版面效果等方

面进行排版印制。写文章要谋篇布局

定提纲，问卷设计也要系统谋划，理清

问题内在逻辑，拟定整体框架后设计具

体问题，再由具体问题的有机衔接形成

系统性问题，实质是遵循了由整体到部

分再由部分到整体的原则。

从换位思考中来。从机关的角度

来看，设计问卷的目的就是希望官兵

如实反映问题，提高机关服务基层的

效率。但是，有的单位过于关注问题

本身，忽略了官兵的感受。实际上，问

卷调查的数据质量不仅与问卷质量有

关，还取决于官兵的信任和配合程

度。比如，不区分连队主官、基层排

长、技术干部、中级以上士官、初级士

官和义务兵等多类对象，所有官兵共

用一份问卷。面对这样没有针对性的

问卷，官兵首先想到的是为什么会找

到他而不是找别人做问卷，由此产生

警惕而不愿如实回答。如果问卷中的

语言比较专业化、问题和选项难以理

解或者过于繁杂，官兵就会敷衍了事，

所采集的数据就失去了应有价值。这

些因素往往会影响问卷调查的效果，

看似是官兵没有认真对待产生的，实

际上是机关设计问卷时缺乏对象意

识、缺少换位思考造成的。所以，机关

设计问卷时，不能仅仅从自己需要的

角度出发，还应该更多地考虑官兵的

文化背景、语言习惯、心理特点等，让

他们在充分信任、愿意合作的前提下

愉快顺畅地作答。

从求真务实中来。在问卷设计的

过程中，机关首先要保持客观的态度，

不能为了证实研究假设或者获得让机

关满意的数据，干扰官兵的真实意

愿。有的在问卷设计中，设置了具有

明显态度倾向的问题，严重妨碍官兵

真实表达自己的意愿，这就违背了科

学客观的原则。其次，要避免问题过

于抽象化，尽量用客观存在的具体事

物和看得见、摸得着的社会现象来提

问。此外，问题要简洁明了，不能有双

重目的和双重否定的语言表述，避免

让官兵不知问题指向。

从群众路线中来。问卷设计用于

调查研究，但设计问卷找准问题也要

靠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一般来讲，

问卷设计之初，机关应开展扎实的探

索性研究。这种探索性工作的常见方

式就是机关围绕所要调查的问题，深

入到官兵中交谈了解情况，留心观察

记录他们生动鲜活的语言、行为以及

意见态度，这些鲜活的素材往往是设

计问卷问题的重要来源。否则，由于

缺乏群众的智慧，设计出来的问题往

往不接地气，缺乏针对性和生动性，在

选项设计上也难以做到穷尽、形成闭

合，有时候还会造成选项交叉重叠，让

官兵不知所措。此外，问卷设计还应

考虑问卷的版面格式，遵循前易后难、

由浅入深的原则，确保卷面简洁、整

齐、美观，有节奏感，视觉形象丰富，使

人产生赏心悦目之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

采用科学的调查方法，调查才具有真

正的发言权。问卷调查是一种科学严

谨、求真务实、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方

法，问卷设计应按照科学研究方法的

规范要求，坚持求真唯实态度，克服

“轻视”“随意”的想法，舍得花时间去

学习、去反复推敲打磨，切实把提高调

查研究能力的过程，作为培养科学求

实严谨细致作风的重要途径。

本期执笔：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兵
情实证研究中心 王昌国

如何设计好一份调查问卷

不久前的一次考核中，北部战区海
军某潜艇基地艇员队战士张恒在损管
课目中出现多处错误。
“白天学、晚上练，操作流程、注意

事项，我都讲了多少遍，怎么还考成这
样！”看着张恒的成绩单，史班长满脸铁
青地站在讲评桌前。

晚上点名后，史班长又一次找张
恒谈心：“平常训练就忘东忘西，上次
检查没确认断电就操作，就这样还想
当潜艇兵？”一番训斥，让张恒感到无
地自容。之后几天的训练中，每当想
起史班长的重重否定，他就觉得委屈，
提不起干劲。

作战长张卫发现，张恒最近总是沉
默不语、叹气连连，经耐心询问后，了解
到事情原委。原来，那次损管考核张恒

没发挥好，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在艇上值
更时着凉感冒，考核时头疼得厉害，导
致发挥失常。
“有问题需要讲评，但不明就里，不

注意方式，官兵不仅听不进去，还会感
到委屈和不满。”张卫迅速召集各专业
骨干，推心置腹地说道，“原本想解兵
忧，谈心却变成批评式的讲评，这种谈
心只会冷了兵心、淡了感情，可万万要
不得！”

事后，史班长与张恒好好谈了一次
心，化解了张恒内心的疙瘩。得到理
解、找回自信的张恒终于恢复了笑容，
训练起来也格外有劲。

朝夕相处为何不能心心相通？有
困难苦处为何不愿意诉说？如何避免
知兵不深入、爱兵不走心？不少带兵人

以为很擅长与战士打成一片，却遭遇了
离心的信任危机。

为此，该基地组织了一次问卷调
查。“夹带冷嘲热讽批评的谈心，越谈越
伤感情”“谈心时，班长自说自话，看似
谈‘心’实则是谈‘话’，于是我选择少说
甚至不说”“谈心像流水线一样挨个点
名，敲门喊‘报告’的那一刻起，一面阻
隔墙就在心里悄然立起了”……调查结
果显示，一些战士树起“屏蔽门”，并非
不愿意与带兵人沟通，而是不喜欢缺少
真感情的沟通。

在摸清官兵“痛点”后，该基地党委
经过研究决定，深入开展“密切官兵关
系、纯正基层风气”教育活动。他们梳
理汇编相关法规政策，同时邀请机关人
员、带兵骨干深入基层，通过典型引路、

当面帮带等方法，提高带兵人的管理能
力；综合运用工作讲评、民主测评、挂钩
蹲点等时机，对带兵人依法带兵、文明
带兵情况进行监督，避免管理中的“心
理冻伤”。

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官兵谈心的质
效明显提升。面对不服从组织安排、拒
绝调整专业的下士小殷，艇员队没有硬
下命令，而是先安排骨干了解原因，再
耐心为其疏导讲解，最后小殷消除了疑
虑，欣然接受新的工作岗位。电工兵小
刘在保障装备时出错，带队骨干没有当
众大喊“又犯低级错误”，而是耐心地为
小刘和同专业战士示范讲解操作流程，
小刘再没有发生此类问题……基层工
作围绕官兵，官兵主人翁意识不断增
强，战斗集体更加团结巩固。

谈心，缘何越谈越离心
■王辰玮 张 淼

“中队干部平时是否找你谈心？多
久谈一次？”
“谈过，班长排长每周都谈，中队长

这两天找我谈了 5次……”前不久，武警
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宣传科科长郭双
敏在基层调研时，问起中队谈心工作的
开展情况，六中队一名列兵的回答让他
感到诧异。随后，郭双敏通过了解得
知，这名列兵的思想、身体和家庭状况
一切正常。此时，坐在一旁的中队长李
响额头上冒出了汗珠。
“都怪我急功近利，才搞出了这样

的‘闹剧’……”随后，李响道出实情。
原来，为掌握官兵思想底数，该支队要
求中队干部定期与官兵谈心，并与新兵
家长建立信息通联机制，以便随时了解
官兵思想动态。得知机关要来调研，李

响为了工作“出彩”，利用双休日时间组
织中队官兵搞了几个波次的“轰炸式”
谈心，并加班加点在谈心记录本上一一
留痕。

相关情况上报后，引起了该支队领
导的重视，专门安排机关组织基层官兵
代表进行座谈，了解实际情况。“每次机
关来检查工作，就是我们被谈心的高峰
期。”列兵小马的吐槽引起新兵代表的
共鸣，大家纷纷打开了话匣子。经了
解，有的干部谈心过于刻板生硬，居高
临下的“审问式”谈心，使官兵压力不减
反增；有的干部用力过猛、矫枉过正，谈
心的频率高、时间长，且每次谈心内容
大同小异，引起官兵反感；有的干部谈
心不注重方式方法，大家不吐实情、不
表心声，导致谈了半天一无所获，既耽

误时间、牵扯精力，又影响官兵工作积
极性。此外，有的中队主官要求班排长
每周必须与所属人员谈心 2次以上，并
定期检查谈心记录本，无形中增加了干
部骨干负担……
“政治工作应该春风化雨、润人心

田，可一些同志却把‘连心桥’变成了
‘隔心墙’。谈心不走心，不如不谈。”支
队政治工作部领导介绍，为解决谈心中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他们打出一套组合
拳：全面开展“细心知兵，真心爱兵，尽
心育兵”专项整顿，帮助基层干部端正
根本态度，廓清“为了谈心而谈心”“将
谈心当成指标任务”的错误认识，坚决
叫停“审问式”“集体式”“轰炸式”等“伪
谈心”现象；提倡并推广“三五百米散散
步、三五句话拉家常、三五分钟谈谈心”

和“看吃饭、察睡相、听口号”等方法，帮
助带兵人给战士立体“画像”；组织开展
心理骨干培训，邀请地方专业老师传授
谈心技巧，推广运用“家常式”“自叙式”
“类比式”“表扬式”“迂回式”“开门见山
式”等10种谈心法。

同时，他们还利用“政工之家”每周
活动时机，组织大家交流经验，分享谈心
交心解决官兵问题的成功案例，并通过
召开“诸葛亮会”，对带兵人遇到的瓶颈
问题集智攻关、共同破解。
“谈心只是手段，解难才是目的。

只要端正对战士的根本态度，与战士打
成一片，以心换心，他们便会主动吐露
心声。”该支队领导介绍，在最近组织的
一次问卷调查中，官兵对干部骨干的满
意度明显提升。

谈心，走心才能更贴心
■王振刚 李 峰

谈心是吹入心暖风、解思想扣子的

过程，不仅应有谈的过程，更要有心的交

流。能引导官兵敞开心扉讲真话的谈

心，需要少一些套路，多一些真诚，让官

兵感受到诚心和暖意。本期《军媒视窗》

专栏选取北部战区海军某潜艇基地艇员

队与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开展谈心

活动的做法，以飨读者。

8月5日，火箭军某部开展心理健康日活动。心理骨干深入训练一线，组

织官兵进行团体心理游戏和趣味活动，缓解官兵训练压力，提高心理调适能

力。图为官兵进行“信任背摔”活动。 周雨波摄

问卷调查是征求官兵意见建议、
摸清官兵思想底数、掌握部队真实情
况的重要手段，也是领导机关决策和
指导的重要依据。然而，部分官兵对
问卷调查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有的
机关干部对问卷调查过分依赖，只要

下基层，就要带上一份问卷了解情
况；有的基层主官担心官兵反映问
题，影响单位形象，问卷前搞动员“统
一口径”；还有一些基层官兵对问卷
调查的作用重视不够，参加调查时敷
衍了事。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

队从上述现象入手，组织官兵展开讨
论，引导官兵正确认识问卷调查的意
义和作用，对“见怪不怪”的现象说
不，清除潜藏在问卷调查中的形式主
义。在此，我们摘选部分官兵的观点
看法，希望能给读者带来一些思考。

读者圆桌 谢顾问答读者

谢顾问：

您好，我是一名新调入机关的干
部，工作经验不是很丰富。最近，领导
安排我制作一份教育活动的问卷调
查。我翻看了机关以前的一些问卷，感

觉问卷调查的专业性比较强。我设计
了几份问卷，可收回来的统计结果和预
期偏差较大，没有达到调查的目的。请
问，如何才能设计好一份调查问卷？

某部干事 小吕

7月16日

8月11日

士官金台：官兵的集体荣誉感很
强，把问题写在问卷上，让机关感觉我
们中队不团结、问题多，那是谁也不愿
意看到的。再说，问卷越填越多，大家
就越来越不重视，在填写问卷时就应付
了事，问卷结果一“好”到底，啥问题也
反馈不出来。可是，一到年终考核，之
前藏着掖着的各类问题就会一一显现，
这时大家才认识到不正视问题的严重
性。考核过后，中队集体复盘反思，让
我们理解了问卷调查不是“找茬”，而是
帮助找出问题促进提高。今后，要端正

对问卷调查的态度，实事求是地反映情
况，才是对中队建设真负责。

班长赵奇：我一直都有“老好人”思
想。对问卷调查，我觉得就是“走过场”，
“反正也不记名”。那天，机关工作组调
研官兵关系，我就填了“干部和班长骨干
都好”。听了支队的教育课，我想了很

多。“老好人”就是怕得罪人不敢担责，这
也是今年大家觉得我不再适合担任士官
支委的原因。我要以此为戒，正确对待
问卷调查，用好这个反映问题的正规渠
道，做一个敢于担当的好班长。

政治工作处主任赵芳斌：每份问卷
都是官兵思想的现实反映，凝聚着他们

对部队建设的关心。然而，一些问卷或
多或少存在一些模棱两可、拐弯抹角的
题目，让大家心有顾虑“不敢答”，不知
所云“不会答”，心里抵触“不愿答”。有
些基层连队主官“怕丢分”“没面子”，在
问卷调查前“提前定调”“层层引导”，教
育官兵“家丑不可外扬”。如此一来，连
队的“面子”是保住了，但原本为部队建
设建言献策、为领导机关正确决策提供
科学参考的问卷调查，就成了劳而无功
的“走过场”。

黄 超整理

藏着掖着其实是不负责任

大学生士兵石站豪：机关每次来
搞问卷调查，我们都如临大敌。一拿
起笔，脑子里就出现干部骨干经常讲
“家丑不可外扬”的情景。其实我们也
知道，问卷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
指导基层、服务基层，但干部骨干的
话我们不能置若罔闻。所以，即使是
无记名的问卷，我们也只挑最好的选
项，生怕给连队惹麻烦、拖后腿，影
响了连队建设的成绩。有时候，面对
问卷上一些尖锐敏感的问题，还要绞
尽脑汁地想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回答。
怕出问题而不敢让官兵反映问题，这
是基层在问卷调查中的问题之一。

中队风气监督员王洪：“家丑不

可外扬”是基层连队在上级调研时，
给官兵动员常用的“挡箭牌”。这样
虽然维护了连队的“集体荣誉”，但
也使很多问卷调查还没开始就已经失
去了意义。在班排，我也经常碰到班
长骨干在答卷开始前统一官兵“思
想”。于是，在问卷调查中，战士们
瞻前顾后，怕答得不好影响单位成
绩，于是就本着“什么好，填什么”
的原则，交上千篇一律的“满意答

卷”。打着“为单位好”的理由堵塞
官兵向上级反映问题的民主渠道，轻
则是对官兵合法权益的损害，重则是
破坏基层风气建设，甚至影响部队战
斗力生成。

指导员苏忠永：这几年，中队的
各项建设都走在支队前列，每次的各
项考核也很顺利，可接连几次在问卷
调查上“栽跟头”，真让我有点谈
“卷”色变。我向其他连队指导员取

经，他们几乎没在问卷调查中出过问
题。他们给我传授经验，问卷调查前
要加强连队的“教育引导”，做到
“统一口径”，给战士们讲清“家丑不
可外扬”。回去后，我照方抓药，问
卷调查再没人“冒泡”。可是，之后
大家越来越少给我和中队长提意见建
议，我才意识到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统一口径”后，官兵的主人翁意识
会淡化，不愿意主动给连队建言献策
了。官兵在问卷中反映问题不可怕，
可怕的是不敢去面对去解决，一味
“维护形象”，避重就轻，最后“小事
拖大、大事拖炸”，影响部队的安全
稳定。

对“家丑不可外扬”说不

列兵彭宏杰：下连 7个月，我填写
了 8份问卷。每次工作组来中队检查考
核，问卷调查必不可少，内部关系、
手机管理、主题教育、安全保密、“微
腐败”现象等等。我感到问卷中，寻
求机关帮助解决困难的问题大多没了
下文，而反映基层存在问题的官兵很
容易被“重点关注”。刚下连时，我们
几个新兵在问卷中写了中队的一些问
题，希望机关帮助解决。结果没几
天，中队在机关的教育准备会上被点
名，之后更是被机关“重点关注”，大
会小会都把这些问题拿来说一说。我
希望机关干部来中队蹲点调研，不要
只是下发问卷，而是能和官兵打成一
片，自己看自己听，帮我们发现问题
并帮助解决。

中士班长周子军：当兵 8年了，我

对有些机关干部用问卷调查情况来评
判基层连队建设好坏的方式，不太认
同。有一年，我们中队各项建设都走
在支队前列，没想到问题出在一次问
卷调查上。面对问卷中一道模棱两可
的问题时，一些官兵理解偏差，选择
了“有”的选项。结果，我们中队被
定性存在某项问题，先后接受了多波
次的调查。后来，虽然误会被澄清，
但影响了中队的各项秩序，全面考核
中出现了滑坡。我希望机关了解基
层，一定要多沉到班排搞调研，多看
多问多转转，别只靠问卷摸情况。

排长杨果果：问卷调查不是一次简
单的“你问我答式”的书面访谈，而是一
项科学严谨的群体调查。个别机关干部
设置问卷比较随意，有的问题模棱两可，
官兵不好理解作答；有的问题过于笼统，
不区分问卷对象的类别；还有的问题没
有实际意义，就是为了凑题目数量……
这些都影响了问卷调查的质量，使其流
于形式，既浪费官兵时间，又影响机关的
形象。我建议机关在问卷调查时，既要
周密设计问题，注意区分调查对象类别，
又要留出适当空间，引导官兵反映实情，
还要注意及时回应，对调查中反映的问

题，给出明确反馈意见。
股长王春光：机关帮助解决基层单

位的问题和官兵反映的实际困难，仅靠
搞一次问卷调查是远远不够的。个别
机关干部下基层调研，为图省事闭门造
“卷”，出题时不是想着摸清情况研究对
策，蹲点时又不注重调查调研，不愿意
沉到兵中去了解掌握情况，甚至还以一
次问卷调查的情况汇总来评判连队建
设的好坏，把问卷调查变成了官兵的负
担。他们对问卷中基层反映的困难重
视不够，把工作重心放在抓问题汇情况
要整改上，“问出多少问题就是业务水
平、发现多少现象就是工作成效”，偏离
了机关服务基层的主旨。如此“问卷”，
是给基层添忙添乱，长此以往，还会导
致官兵对问卷调查的合理性和机关的
公信力产生质疑。

问卷调查并非唯一途径

怎样才能“问”出心里话
——武警兵团总队执勤第五支队官兵对问卷调查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