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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博硕士论文实战手册》

内容概要

第一章　導論
摘要
本章主分兩節：第一節簡單介紹：如何做好一篇論文的步驟與方法。論文主體分四部分：首先是怎麼
找問題，其中包含題目的選擇
與定義，資料的蒐集與基本假定；其次是研究方法，其中包含研究的途徑、方法與架構；再次是研究
結果的呈現，包含推論、描述、
解釋與評判；最後為結論，包含創見、展望與建議。論文主體以外，參考資料也很重要。另外，感謝
辭也不可缺。
第二節舉了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為碩士論文的撰寫經驗；第二個是投考博士班撰寫計劃的經驗；第
三個是投考博士班，以及通過
博士候選人的計畫書的撰寫經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章　怎樣找問題
摘要
一旦要從事學術論文的研究，首先遭遇到的問題，就是到底要研究什麼問題。問題產生的動機，通常
不外四大類，一、學理上的探
究，二、開發新的科技，三、社會上的需要，四、個人因素的影響。本章第一節以農業化學與醫學為
主來舉例，另外亦考慮人文、社
會等科學的特別經驗。
第二節進一步指出研究目的可分為應用性與非應用性兩類，文中將前者稱作學理探討，將後者當作經
世致用。目的與動機，基本上
性質相近。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與目的，再進一步形成問題，凝聚焦點，最後就把題目訂定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章　文獻評論
摘要
文獻評論有稱之為文獻回顧或文獻探討。由於研究者常犯只引述他人著作或研究而不作批判的錯誤，
故本章特將 Literature review
定名為文獻評論，從名稱上徹底糾正一般只重文獻回顧不重文獻批判的缺失。
本章提供讀者一個文獻評論的概念架構及進行步驟。除提出文獻評論的目的，重要性及一般常犯的錯
誤外，並詳細地介紹文獻評論
的四個基本步驟：概觀（歸類）、摘要、批判、建議。每一步驟皆提供具體的作法、準則或範例，以
供參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四章　創見的可能性
摘要
博碩士論文是一種「創作」，其精髓在「創見」。創見是作者以其思考的能力，經過探索的歷程，藉
敏感、流暢、與變通之特質，
在其論文所表現新穎獨特的見解。
本文分析創見的特質為新穎獨特、敏感、流暢、和變通。並分析如何產生創見：一是批駁他人的立論
、二是比較綜合歸納、三是發
展新的概念、四是不斷辯證討論、五是轉引新觀點；以及提出產生創見的分析架構；確立核心概念、
釐訂相關次級概念、旁徵博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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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檢證，並建構分析架構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五章　研究方法（一）：基本概念
摘要
本章分別由應用科學家（第一節）與社會科學家（第二節）所述。
第一節綜論研究的基本態度。作者在演講中，強調四個基本認識：第一是多讀、多想以外，心要靜，
才容易有靈感；第二，博碩士
研究是種訓練，過程比成果重要；第三，學科分工太細不合實情，科際整合才能有成；第四，重視方
法：有選擇性地讀書，知識來源
多元化，並將之重新組合，以迎頭趕上世界潮流，同時善於利用時間。
第二節講究戰略與戰術。做學問，也要如同作戰一樣，講究戰略與戰術，要特別思考策略與方法。吾
人在撰寫碩博士論文的過程中
，必須緊扣住所欲探討之研究主題，首先釐清與選定所採之研究途徑（approach）和研究方法
（method），此兩者實為不相同但頗具
相關性的兩回事，在碩博士論文中最具關鍵性，且極為重要。論文的成敗與好壞，旁人常可從其是否
講究研究方法來論斷，若能更進
一步釐清與說明所採用的研究途徑，則更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六章　研究方法（二）：自然應用科學領域
摘要
自然科學以實驗分析、應用科學以技術創新為主要的研究方法。本章以這兩大學門的研究方法為主體
，並扣緊資料的選用與驗證，
來進一步具體論證。
資料的選用與分析有關。而分析有質化與量化兩種交叉互補，針對實驗研究、理論分析、與數值模擬
分析等方法，來鑑別資料，同
時進行驗證的工作。
資料的驗證主要透過實驗法與調查法。調查法又可細分為現場調查等等方法。
最後，本章以土木工程學的水工模型實驗為例，來具體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七章　研究方法（三）：社會科學領域
摘要
第一節以政治學為例，探討四個層次的研究問題：哲學假定、研究途徑（或模型）、研究方法、及研
究技術。以政治學而言，研究
途徑主要分為行為研究途徑、制度研究途徑、哲學研究途徑三種，此三種研究途徑所伴隨的研究方法
自然不同。惟本節所談具體方法
及技術，跟行為研究途徑較有關。第二節主要論述模型（model）或心思架構的意義，及其在社會科
學研究的功用。研究同一主題，
不同學者可能採取不同的研究途徑，每一研究途徑都由一核心概念聯結起來，此一核心概念就成為此
一模型或研究途徑的名稱，例如
政治學上的權力模型、決策模型等。本章原有第三節，為莊耀嘉教授所撰，具體以社會心理學舉例，
為節省篇幅，請讀者進入科整會
網站閱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八章　研究方法（四）：文史資料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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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史資料的情況相當複雜，必須經過檢證的手續，才能安心使用。如就資料的情況加以分析，大抵有
作偽、誤認作者、誤認偽書、
卷數參差等數種情況，學者對資料的情況越熟悉，對資料的應用也越熟練，當然對研究工作也越有助
益。如就資料檢證的必要性來說
，梁啟超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曾從史蹟、思想、文學三方面來強調考證資料年代的必要性。最
明顯的例子，如《尚書》、《今
本竹書紀年》、《雜事秘辛》的年代都必須重新檢討，以免誤認時代，而引用錯誤。如就資料檢證的
方法來說，可以利用前人研究成
果，如張心澂編《偽書通考》，鄭良樹《續偽書通考》等。也可以自己培養辨證能力。辨證的方法，
梁啟超的《古書真偽及其年代》
所述已相當完備，讀者可以自行參考。此外，如王國維所提《二重證據法》，對利用出土資料來檢證
書本資料，有相當啟示作用，讀
者也應詳加體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九章　研究成果的呈現
摘要
研究成果的呈現主要可以分為撰寫的大策略與論述上的小策略兩類。
第一節撰寫的策略：首先指出如何及早擬定論文方向，並逐時完成相關的章節；其次述及使撰寫的速
度加快、品質提高的一些要領。
第二節論述的策略：從比較、舉證、肯定、重建、增補到新創，總共六種基本的論述方法下手，奠定
基礎。再在必要的地方，做進一
步論證：包括分類評比並加否證或肯定、歸類與申論、原因的找尋、以及自我缺點的認定。最後再寫
結論與緒論。
本章並以發現 DNA 的故事為實例，來具體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章　結論
摘要
不論研究生或學者屬學科或學門為何，如須撰寫論文，對整套的格式有必要加以了解。本章除結束全
書對研究與撰文步驟的描述以
外，本文部分更具體區分為四個部分（篇首、主體、結論（展望）與引用資料），來做總合性說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參考資料
摘要
這一部份所列的中西文檔案、公報、專著、期刊與論文，除了曾為本書所實際引用者外（「引用資料
」，稱為 references；「參考
資料」則為 bibliography）也包含一些祇參考，未引用，但為學界重視之研究與佳作，（目的在作範例
）極適合博碩士研究生，以及
熱衷學術研究的同好，在撰寫論文時作為入門、導讀與進一步參考之用，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在此特予列出。
這份「參考資料」的體例，來自本書新訂具突破性的附錄一：「註釋及引用（或參考）資料的格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一　註釋及引用（或參考）資料的格式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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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旨在幫助讀者了解撰稿時，如何以簡單、清楚的註釋及參考（或引用）資料格式，輔助論文內容
、論證，藉以增加論文的嚴謹
與可靠。由於國內學術界對於學位論文格式的標準，尚無硬性規定，多依各系所傳統、指導教授與研
究生之習慣，莫衷一是。因此，
本附錄經討論後，參酌台灣大學圖資系編定的論文註釋、參考書目格式，國科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
會科學》以及台灣師範大學社教
系《社會教育學刊》的撰稿格式，修訂出一套不單適合學位論文撰述，也兼具普及性、便利性與前瞻
性等功能的規範。
本章提供之參考之範例，依語文種類，可分為中文與西（英）文兩大類，並列出同一資料在夾註、註
釋與參考（或引用）資料的表
達形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二　聯合國華語拼音法
摘要
在撰寫任何學術論文時，多少都會遇到華語文需音譯成外文之情況。為使學術論文不致自外於世界漢
學界，本章旨即在介紹最符合
世界漢學華語文音譯的拼音法北京漢語拼音系統，以統一過去依個人發音習慣或喜好而譯的混亂局面
。
本章肯定其貢獻，並會同中央研究院文、史各研究所，仿其最新決定加以採納。不過，本書編者認為
：此係操華語者所共同使用，
非中國人或漢人所能專擅，因此放棄「漢語」一詞，改稱「華語」除了從聲、韻母與注音符號的轉換
、聲調及隔音符號的個別介紹外
，最後並實際舉例，列出403音的拼音對照全表，以供讀者能更全盤地掌握華語文音譯的要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三　電子資料的運用與評估
摘要
本文首先揭序網際網路（internet）的介紹。
次就網際網路的特性與優點述及網際網路對學術發展的重要性。網際網路具有突破時空、減少資源成
本等特性，復以各國政府積極
推廣，使得網際網路具有普遍性、學術共享性、資訊流通性、語言共通性、並可縮短學術積累的時間
是以對學術發展極為重要。
第三是簡單介紹電腦設備與網際網路的基本認識，並且介紹若干相關網站，以建立讀者隨時學習的態
度。
其次則是介紹電子圖書館與線上資料庫等，提供讀者參考。
然後提供讀者評估網頁資訊優劣的方法。將網頁類型區分為倡議型、商業型、新聞型、資訊型與個人
型五類，並將評估網路資訊的
標準分為權威性、正確性、客觀性、立即性、涵蓋範圍五種逐一檢視。之後則是介紹讀者引述網路上
資料來源的方式，以解決學術引
用的問題。最後提供網路問卷的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錄四　電子時代蒐集資料新法
摘要
不論從事學術研究，或是撰擬報告論文，資料與文獻均是研究者所不可或缺的。這如同烹飪必需準備
素材一般，乃是作為建立概念
、邏輯推論或驗證的重要例證，所以資料的蒐集顯得格外重要。而它的重要性與研究方法一樣，乃是
撰寫過程中所不可或缺的一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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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浩瀚的書海中，加上數位化資訊的蓬勃發展，如何以最有效益的方式找到完整的研究所需資料
，時常困擾著研究人員。本文以
尋找資料的通則為開端，介紹資料檢索最基礎的技巧與策略；繼而說明電子時代蒐集資料的新方法，
期使論文撰寫者，對數位圖書館
的資訊蒐集方式有一清晰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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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编者曾借我一本看，后还回。正中书局在民国时是二陈的产业！
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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