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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方法 

 

 

質化研究的方法很多，本研究所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獻探

討與深度訪談法。本研究希望用這兩種資料分析方法，來對研究

資料做整理分析，以期研究結果能達到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先查閱有關助念、助念志工、生死學、關係圓融之資

料，包括學術報告、書籍、期刊、論文、網站資料等，再將相關

資料蒐集、分析、彙總、比較，進一步選擇較具助念經驗的助念

志工做為訪談的對象，並擬定訪談指引，藉以研究分析助念志工

之助念動機、心路歷程、生命觀及關係圓融度，期望能透過此研

究，來了解助念的活動對助念志工在生命觀及關係圓融兩大向度

上有何影響。 

本研究訪談對象主要以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的「西方蓮

社」臺北分社助念志工為主，以助念經驗逾兩年以上者挑選五位

作訪談之研究；另外訪問兩位承天禪寺蓮池共修會助念志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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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四位受訪者各隸屬於法鼓山、諾那精舍、靈巖山念佛會、

圓山念佛會，合計本文之訪談助念志工共有十一位，希望借助他

們豐富的助念經驗，除增加訪談對象的多元化之外，亦希望能稍

微比較不同道場其助念重點之異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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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大綱 

 

 

一、 訪談指引 

本研究以大綱式的訪談指引為主軸，再用開放性的問題來作

訪談。訪談的重點有： 

(一) 個人基本資料 

以聊天方式慢慢引導受訪者把資料說完整，這樣可第一步瞭

解所訪談對象的基本資料。 

（問題 1） 請問您目前年齡大概多大？ 

（問題 2） 請問您參加助念多久了？ 

（問題 3） 請問您目前有沒有工作或職業？若已退休則之前的職

業是什麼？（分別詳細說明當時職位、公司規模、職

業類別、服務時間及長短、收入）您對於工作的態度

與看法如何？ 

（問題 4） 您一直都是佛教徒嗎？請問您都是參加哪個道場的助

念服務？ 

（問題 5） 請問您是哪裡人？目前住址在哪裡？ 

（問題 6） 請問您最高教育程度？或就讀科（系）？ 

（問題 7） 請問您家庭結構為何？（請問您是否有結過婚？有無

家人或子女？） 

（問題 8）  請問您會幾種語言（流利的國語、閩南語、客家語…）？

您助念開示時用過幾種語言？用哪一種語言您比較會

開示？ 

（問題 9） 請問您的健康狀況？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研究設計 

44 

（問題 10）請問您的家人反對或支援您的參加助念服務嗎？ 

 

(二) 受訪者成為助念志工的動機為何？ 

此一部分是採用開放性問題由受訪者自由陳述，答案可為多

種原因；當有一個以上動機，則繼續訪問哪一個動機是最主要的

動機？或是每個動機一樣重要？ 

本研究訪談對象有十位，受訪者參加助念的動機為何？是本

研究首先要探討的重要議題，是為親友往生之因緣、或為積功德、

或為增長人生經驗、或為回饋社會…等，本研究希能忠實記錄受

訪者所表白的助念動機。再者，在其動機之下，進一步瞭解助念

是否影響其飲食（素食）及休閒時間（休閒時間減少的情形）？ 

（問題 1） 請問您是什麼因緣來當助念志工？ 

（問題 2） 請問您當助念志工後，是否吃全素或蛋素？ 

請問當助念志工前，原本是否吃全素或蛋素（若是，

已吃素幾年了）？ 

（問題 3） 請問您當助念志工的時間，約佔您空閒時間多少比例 

（例如約五分之一、或三分之一）？ 

 

(三) 受訪者持續助念服務的動力為何？ 

受訪者能堅持長達兩年以上的助念服務，是什麼動力促使他

們如此堅持去做？他們計畫還要繼續助念多久？這背後的動力、

原因與未來展望也是我們想瞭解的內容。 

（問題 1） 請問您當助念志工期間，有沒有過「想退出助念志工」

的念頭？若有，是什麼原因？您到如今能持續當助念

志工的動力是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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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 請問您未來有沒有預計還要當助念志工多久時間？ 

有希望自己能一直幫人助念下去嗎？ 

（問題 3） 請問您有沒有曾向親友或陌生人介紹「助念」是什麼？

你會希望讓更多人認識助念的意義跟好處嗎？你會希

望影響更多人來當助念志工嗎？ 

 

(四) 助念服務過程中其生命觀有何改變？ 

這個議題也是以開放性問題的方式進行訪談。以得知受訪者

生命觀的轉變。 

（問題 1） 請問您個人對死亡情境的相關經驗，或有無親友往生

之經驗？ 

（問題 2） 請問您參加助念服務後，個人對於死亡的恐懼感有無

改變或相同？ 

（問題 3） 請問您參加助念服務後，你覺得你面對親友的死亡，

能不能也跟面對不認識的受助念者一樣的的穩定與超

脫？ 

（問題 4） 請問您參加助念服務，曾經看過什麼瑞相嗎？或有特

殊的經歷嗎？您的感受如何？ 

（問題 5） 請問您相信因果嗎？您會因此做事比較小心以免造下

惡果嗎？（若是，請舉例） 

您會不會積極地去造善因或行善利他嗎？（若是，請

舉例） 

（問題 6） 請問您相信有西方極樂世界嗎？為什麼？ 

（問題 7） 請問您個人有發願要往生西方極樂世界嗎？為什麼？ 

（問題 8） 請問您個人認為「幫人助念可以幫助自己將來往生西

方」嗎？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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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助念服務過程中其關係圓融有何改變？ 

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以分析整理助念志工在職場上或家庭

生活或人際關係上有無轉變？亦即探討助念志工在助念服務之

後，其個人有無關係圓融方面的轉變。 

（問題 1） 請問您覺得目前您人際關係中有沒有那一種關係讓你

最煩惱或最感壓力的？請問助念經驗對您的這個問題

有沒有幫助？ 

（問題 2） 請問您參加助念志工後，人際關係中（同事、朋友、

親戚、家人等）有沒有哪一種關係變圓融了？為什麼？ 

（問題 3） 請問您助念經驗是否有增加您對別人的關懷、更加肯

定愛的重要性？ 

（問題 4）請問您會常反省自己嗎？ 

（問題 5） 請問您是否追求物質的興趣減低？若是，請舉例說明。

您參加助念後是否更加相信生命的精神層面和精神意

義？ 

（問題 6） 請問您平常有時間修行嗎？您會主動去研究佛學嗎？

如果現在讓您完全空閒，您有沒有想要研究哪些佛

書？為什麼？ 

（問題 7） 請問您過去曾主動去研究有關助念的文章或和人討論

有關助念的事嗎？為什麼？如果現在讓您完全空閒，

您有沒有想要去研究有關助念的文章或是去請教什麼

人？為什麼？ 

二、 錄音設備 

在徵得受訪者同意後，研究者於每次的訪談作全程錄音，以

便作資料的整理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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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訪談筆記 

於訪談過程除了錄音，並作重點式筆記，以記錄內容摘要，

還有受訪者情緒起伏及其表情、肢體語言等，以求忠實記錄訪談

原貌，增加資料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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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文依據研究目的，整理出本研究的研究流程及架構，如下

圖所示： 

圖 1：研究流程圖 

研究流程圖

研究動機與目的 

擬定研究題目 

文獻探討 選定研究對象 

深度訪談 

資料整合、分析 

撰寫論文 

蒐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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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研究架構圖 

一、 個人基本資料 

即指助念志工本身的背景資料，包括性別、年齡、婚姻、教

育程度、職業是家庭管理或其工作性質、子女數、健康狀況共七

個項目。 

另外要瞭解受訪者會幾種語言（例如閩南語、客家語、國語

等），因為助念開示時，通常會希望用往生者所熟悉的語言來開

示，像宗普法師就曾為了和臨終病人溝通而去學會了客家話，以

求受助者能心開意解、佛性發露，內在昇華。 

此外，助念時間多久也是本研究很重要的一項變數，基本上，

投入助念的時間越久，越有樣本的參考價值。 

個人基本資料 參加助念

動機 

關係圓融 

之研究 

家人關係轉變 

人際、社會關

係圓融之研究 

生命觀 

之研究 

對死亡看法及 

生活態度之 

研究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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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家人對助念服務的支援度會影響到關係圓融的轉變，

因此在個人基本資料的項目上，我們也需明白志工家人對其參加

助念服務是反對、排斥，或是非常支持？這也是本研究想探討的，

故個人基本資料合計約十個項目。 

二、 參加動機 

本研究採開放式問題，受訪者成為助念志工之因緣為何？助

念志工參與動機或因緣，或為親友往生之因緣、或為積功德、或

為增長人生經驗、或為回饋社會…等，讓受訪者自由陳述，以統

計其結果。 

據文獻資料所示，助念志工參與動機有基於親人往生被助念

的因緣而加入助念、有宗教信仰所引發的善行、利他的心態、積

功德、喜歡幫助別人、增長自己人生經驗、回饋社會；甚至也有

未經思索便加入助念的。（許良后，2006） 

本研究也想瞭解志工能持續幫人助念的動力是什麼？及志工

有無計畫將來還要繼續參加助念嗎？ 

另外，在這個研究「一開始參加助念之動機」與「助念服務

能持續兩年以上的動力」大目標下，研究者又設計兩個次目標，

一是研究「助念志工是否會改變為吃全素？」，二是研究「助念

服務是否有縮短志工的休閒時間？」，由訪談志工日常生活習慣

飲食、休閒時間是否有所改變的調查，以期能對整個研究可見到

更完整的輪廓與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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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助念服務後其生命觀如何 

根據文獻探討，助念志工接觸死亡的轉變歷程大多一致，由

心存恐懼、最好坐遠一點不要看到死者，到不再害怕接觸死亡情

境，到最後將助念視為-「給亡者最後祝福」而含笑目送每一位亡

者。（許良后，2006） 

本研究想瞭解受訪助念志工個人對死亡情境的相關經驗，或

有無親友往生之經驗？另外受訪者對於死亡的看法，在他們參加

兩年以上助念志工之前與之後，有無相同或轉變？ 

四、 助念服務過程中其關係圓融之轉變 

文獻記載助念志工參與助念後，其生命價值觀的轉變有：珍

惜生命、精進修行、坦然面對死亡。在活態度的轉變有：學會反

省、覺察自我、增進自我價值感。 

人際間對待方式的轉變有：增加同理心、體諒他人、尊重別

人、反省自己為人子女的行為。還有能力的增長像是：溝通能力

的提昇等。（許良后，2006）本研究透過深度訪談，以分析整理

助念志工在職場上或家庭生活或人際關係上有無轉變？亦即探討

助念志工在助念服務之後，其個人有無關係圓融方面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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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倫理 

 

 

研究者本身是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的「西方蓮社」臺北

分社助念志工，為了此次研究，我先向正德臺北分院（位於臺北

市民權西路 125 號）的監院師父報備，先徵得師父首肯，再從目

前助念志工中選擇五位來約定訪談。 

在進行研究過程中，本研究切實遵守下列規則： 

1. 採用訪問同意書 

研究者正式接觸個案後，立即給予訪問同意書，當面說明研

究的計畫，並告知訪談內容僅供學術研究，絕對保密；在訪談過

程中將採錄音方式，如不願意或訪談中想停止都可以隨時中止，

絕不勉強，一定要尊重受訪者的訪談意願。 

2. 尊重個案自主意願 

由徵得道場負責人同意後，到接洽受訪之助念志工時起，本

研究尊重訪談志工的自主意願，在什麼地方談？什麼時間談？要

談多久？其決定都由受訪志工覺得方便、自在為原則。 

另外，研究者本身是正德社會福利慈善基金會的助念志工，

因此在作論文期間，研究者本身實地參與並觀察志工的活動。包

含參與固定念佛共修活動，機動性參加助念工作，每月的訪貧活

動，每月的免費量血壓活動，每月的志工成長課程及志工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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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兩次的登山健行活動，南投埔裡大佛的朝山活動，還有不定

期的法會、愛心園遊會活動、幹部受訓課程、正德全國志工大會。

最近，研究者參加正德在宜蘭分院主辦的佛七，鎮日修習佛法，

清淨身心靈，收獲良多、法喜充滿。 

研究者與志工們互動這麼密切，也著實關切志工們內心世界

的真實想法，期盼我所研究的議題能引起志工本身及更多社會大

眾的重視與省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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