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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概略介紹研究主題及相關背景，說明研究動機、目的、問題描述等。 

 

第一節  研究動機 

    研究動機」旨在敘述「為什麼」要進行研究的緣由。一般為倒三角型寫法，即

從大寫到小。從研究問題的背景敘述到研究問題的本身： (一) 研究問題的背景。 (二)  

問題的重要性與前瞻性。 (三) 學理基礎。 (四) 相關文獻的佐證。 (五) 研究問題本

身。 

 

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個研究動機可以有一個以上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與該研究的問題在條列的次

序上應相互一致，且須具有邏輯、層次之感。可條列擬達成之研究目的。 

    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的為： 

一、 

二、 

三、 

 

第三節 研究問題（或研究假設） 

    研究問題係根據研究目的而來，一個研究目的可以有一個以上的待答時間。可條

列擬探討之研究問題。 

    本研究擬提出之研究問題為：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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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名詞釋義係將研究問題或研究假設中，所述及的自變項、依變項或其他的重要概

念，予以明確具體的界定，俾使讀者能清楚了解研究變項或概念的確切意義，同時也

顯示該變項或概念在研究中所代表的涵義和研究者所想表達的意義。先寫概念性定義

(conceptual definition)，後寫操作性定義 (operational definition)。 

    本研究的名詞釋義如下： 

一、。 

二、 

三、 

 

 

第五節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主要在提示研究所涵蓋的時間、空間(地區)、對象及內容為主，扼要提

出研究的輪廓，如下範例： 

    本研究的研究範圍如下： 

一、研究文獻 

研究文獻包括教育資料庫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formation Center；ERIC) 所蒐

集的報告、期刊、博士論文摘要，及其他國內外書籍、雜誌、期刊等的資料。 

二、研究地區與對象 

    本研究以高雄市、台南市、高雄縣及屏東縣等四縣市的國小校長以及教師為研究

對象。從行政區域而言，包括院轄市、省轄市、縣轄市，及平地、海邊等。 

三、研究內容 

    本研究以文獻探討、問卷調查與訪問所蒐集的資料，研究國小校長運用轉化及互

易領導，與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性及學校組織效能的關係，並建立校長運用領導策略

影響學校組織文化特組織效能的模式，及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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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的研究限制如下： 

一、 

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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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整合與評論所蒐集的文獻資料，討論前人研究中不足之處，歸納自身進一步研究

探討的部分。 

    依文獻分析之面向來分節陳述，各節可再分點評述。各主題之文獻應依年代順序

陳述，評述各篇文獻的研究主題、研究方法或對象、及研究結果，並特別強調其對本

研究之具體貢獻，或特別值得學習之處，或本研究可針對其不足來改善加強之處。 

    在文章內引用文獻時是採用「作者，年代」格式，例如張家銘 (2014) ，Chang 

(2014) 。內文中所引用文獻的作者為二人時，中文與西文皆以「與」連接。例如成和

正與洪偉欽 (2021) ，Cheng 與 Hong  (2021)。 

當所引用文獻的作者為二人時，在圓括弧和參考書目中，中文以「、」來連接，

西文以「&」連接，例如 (黃芳進、林明儒，2012) ，（Baker & McAfee, 1992）。 

內文中所引用文獻的作者三人以上時，僅寫出第一位作者加上「等」字或 et al.」，

加出版年。例如 張家銘等 (2022)， (張家銘等，2022)，Chang 等 (2022)， (Chang et 

al., 2022)。 

在同一圓括弧內引用多篇文獻時，圓括弧內所引用文獻之順序，應該按作者姓名

字筆劃排列。在同一圓括弧內同時引用中、英文文獻時，先列中文文獻再列英文文獻。

例如 (丁文琴，2014；楊孟華、張家銘，2012；Bakker & Anderson, 2010；Yang et al., 

2014) 。   

 

第一節  ○○○ 

一、標題 

(一) 標題 

  1.縮排 1 字元 

   (1) 縮排 1.5 字元 

      a. 縮排 3 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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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縮排 3 字元   

 

第二節  ○○○須從新一頁開始 

 
 

 

 

圖2-1  圖位置須置中，標題置中，資料來源靠左切齊。設定單行距 

資料來源：From “Beyond simple pessimism: Effects of sadness and anger on social 

perception,” by D. Keltner, P. C. Ellsworth, and K. Edwards, 1993,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ical, 64, pp. 751.   

 

 

如果表/圖中的資料並非作者自己編製的，需註明資料來源。 

書籍 

資料來源：作業管理-創造競爭優勢 (頁 25)，李友錚，2003。前程企業管理有限公司，。 

 

期刊 

資料來源：國中體育班學生心理資本與運動倦怠感之研究，楊鴻文、林宗良、何秉燦、

楊惠芳，2013。嘉大體育健康休閒期刊，12 (2)，頁 52。 

 



 

 6 

 

 

表2-1 表位置需置左，標題靠左切齊。 (表格標題與內容均為單行間距)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格內不畫縱向直線，表格上下底線為 1
2

1
粗線。 

如果表格超過一頁必須分割表格，在第二個表格之後標題編號前須加上續字，例如續

表 3-1。 

 

 

 

 

 

 

 

 

 

 

 

 

 

 

 

 

 

 

 

 

 

 

第三章  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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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楚且正確地說明所採用的研究方法與處理步驟。 

第一節 研究流程 

圖 3-1 研究流程圖 

 

 

(可至「快取圖案」設計成您需要的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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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架構 

先以文字說明研究假設，後繪製架構圖，請依本研究提出之研究假設內容設計成

您需要的研究架構圖。 

 

圖 3-1 研究架構圖 

 

 

第三節 研究對象 

    說明問卷調查或訪談對象與抽樣方法等。常見有母群的介定：說明研究樣本範圍

或受試者的來源。說明抽樣的方法是否適當。預試及正式施測說明。 

 

第四節 研究工具 

    說明研究使用的分析工具。常見內容如下： 

量表來源：自編、直接引用量表構面及題數。 

題目設計方式。 

計分方法。 

信度與效度情形。 

第五節  資料處理 

    說明資料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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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分析結果 

     

    量化研究資料 (如問卷) 適合以座標曲線和圖表的方式呈現，質性研究資料 (如

訪談) 則以重點式有邏輯地列示出來，組織這些資料支持自己的研究假設或理論，並

在討論中驗證方法的合理性與研究結果的正確性。分析是否以文字說明為主，而統計

圖表為輔。統計符號在內文及表格中均以斜體字呈現(例：F, N, SD, M, SS, n, p, r, t, 

etc.)。 

 

 

第一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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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須從新一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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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簡明扼要地綜合整理前文，歸納研究發現與結果，詳細說明本研究報告的價值與

貢獻，並且提供後續研究方向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第二節 建議 

    建議是對於研究結果的應用提出說明，因此和本研究無關的論點不應提

出。常見提出對於實務上、理論上、以及未來的研究等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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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與其他社群媒體：  

1. 有個別作者的網頁：［作者（年月日）。網頁名稱。網站名稱。URL］  

洪文琪、陳明俐、紀凱齡、劉瑄儀、莊裕澤 (2019年6月20日)。如何避開掠奪 性

期 刊 及 研 討 會 的 陷 阱 。 Research Portal 科 技 政 策 觀 點 。 

https://doi.org/10.6916/STPIRP.2019-06-20  

2. 有團體作者的網頁：［作者（年月日）。網頁名稱。網站名稱。URL］（當作者與網

站 名稱相同時，省略網站名稱）  

衛 生 福 利 部 國 民 健 康 署 (2020 年 7 月 15) 。 慢 性 病 盛 行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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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無日期的網頁：［作者（無日期）。網頁名稱。網站名稱。URL］  

National Nurses United. (n.d.). What employers should do to protect nurses from Zika. 

https://www.nationalnursesunited.org/pages/what-employers-should-do-to-protectms-fr

https://www.hpa.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41&pid=1231
https://www.nationalnursesunited.org/pages/what-employers-should-do-to-protectms-from-z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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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zika  

4.持續修正的網頁：［作者（無日期）。網頁名稱。網站名稱。線上檢索日期。取自 URL］ 

U.S. Census Bureau. (n.d.). U.S. and world population clock.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Retrieved July 3, 2019, from https://www.cencus.gov/popclock/  

5.社群媒體  

(1) Tweet：［用戶名稱〔@用戶帳號〕（年月日）。Po 文名稱最多 20 字〔附圖〕 

〔Tweet〕。Twitter。URL］  

(2) Facebook：［用戶名稱（年月日）。Po 文的題目或 20 字以內的內文〔附圖〕〔更

新 狀態〕。Facebook，URL ］  

(3) Instagram 的照片或影片：［用戶名稱〔@用戶帳號〕（年月日）。主題〔照片〕。 

Instagram。URL］ 

 

教育部 (1999) 。國民中小學教師資訊基本素養短期指標。線上檢索日期：2000 年

12 月31 日。取自：http://www.hhps.edu.tw/edu/teacher/teacher3.htm/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1999). Congres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ims to 

improve library education. Retrieved June 5, 1999 from: 

http://www.ala.org/news/v4n18/professionaleducation.html 

網站上的報紙文章： 

吳佩樺 (2020 年 2 月 17 日)。疫情延燒帶動電子書閱讀器熱度 提升入手採購必 知。

自由時報。https://ent.ltn.com.tw/news/breakingnews/307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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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引用寫法介紹 

一、引用一位或二位作者寫法 

正文中引用時是採用「作者，年代」格式，例如在句前時 張家銘 (2014) ，Chang 

(2014) ，在句末時 (張家銘，2014) ， (Chang, 2014)。 

內文中所引用文獻的作者為二人時，在句前時中文與西文皆以「與」連接。例如成和

正與洪偉欽 (2021) ，Cheng 與 Hong  (2021)。在句末時 (成和正、洪偉欽 2021) ，  

(Cheng & Hong, 2021)。 

 

二、引用作者三人以上寫法 

正文中引用文獻的作者三人以上時，僅寫出第一位作者加上「等」字或 et al.」，加出版

年。例如在句前時 張家銘等人 (2022)，Chang 等人 (2022)， 在句末時 (張家銘等人，

2022)， (Chang et al., 2022)。 

 

三、作者不明或無名氏作者 

1. 作者不明：  

(1)在本文中引註時，列書名、篇名或章名（中文使用粗體；外文使用斜體）與年代

書名：(Interpersonal Skills, 2019) 

篇章名：(Total Quality Management, 2011)  

2.作者署名為無名氏：以「無名氏」當成作者。 中文：（無名氏，2021） 外文：

（Anonymous, 2021） 

 

四、年代不明  

1. 不知年代，中文以「無日期」或外文以「n.d.」 (即 no date 縮寫) 代替年代。 中

文：國小原住民鄉土文化教材鄒族學習手冊第二冊 (教育部，無日期) 外文：Aristotle 

(n.d.) 反駁……  

2. 已被採用手稿：已被採用將要出版的手稿，年代中文著作用 (出版中)，外文著作

用 (in press)。  

3. 正在審查中的草稿或著作，年代中文著作用 (審查中)，外文著作用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且不需寫出期刊或出版者的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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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作者為機構時  

若該機構名稱有中文簡稱或外文縮寫名，第一次引用列全名與中文簡稱或外文[縮寫

名]，第二次以後引用列簡稱或縮寫名，不需再加中文專名號或外文中括號。然而如

論文中所引用的機構簡稱或縮寫名相同時，例如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APA) 與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則每次引用都列出全名；文末參考

文獻機構名稱一律列全名而非簡稱或縮寫名。  

……(國家教育研究院，國教院，202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2020) 

 

六、圓括弧中，同時引用若干位作者時 

1. 中文先，外文後。 2. 中文以作者姓名筆畫順序，外文以作者姓字母順序排列。 3. 

同姓名著作，以年代先後排序，年代不明者排在年代已知者前面，同年代依 a, b, c……

順序排列，出版中著作排在最後。  

中文：國內研究者（王宗騰，2013；吳雅萍、陳明聰，2015，2017；蕭佳純， 2018a，

2018b）指出……  

外文：一些研究者（Adams et al., 2019; Shumway & Shulman, 2015; Westinghouse, 2017; 

Zhou, n.d., 2016a, 2016b, in press）主張…… 

 

七、引用特定頁碼中之資料 

1.少於 40 字的引用文 

不須另成一段，在句中使用單引號區隔。例如 

葉丙成 (2015) 認為「有人說翻轉教室只適合菁英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頁 42)。 

葉丙成 (2015，頁 42) 認為「有人說翻轉教室只適合菁英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 

曾有學者認為「有人說翻轉教室只適合菁英學生，這是完全錯誤的。」(葉丙成，2015，

頁 42)。 

 

2. 40 字以上的引用文 

需另成一段，並左邊內縮 2 個中文字或縮排 4 bytes。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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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晶、鄭溫暖 (2010，頁 17) 報告指出： 

身體活動不足對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在已開發國家造成莫大的威脅，各國都在致

力發展各種身體活動介入的健康策略，然而由於身體活動不足現象遍布各個族

群及年齡層，因此如何培養及維持身體活動已成為健康促進者發展的重要議題。 

李麗晶、鄭溫暖 (2010) 報告指出： 

身體活動不足對健康所造成的影響在已開發國家造成莫大的威脅，各國都在致

力發展各種身體活動介入的健康策略，然而由於身體活動不足現象遍布各個族

群及年齡層，因此如何培養及維持身體活動已成為健康促進者發展的重要議題

(頁 17)。 

 

八、引用二手文獻 

盡量少用，若得知一手文獻的年代則列出年代，若無法得知 則省略，且文末參考文

獻僅需列出您所閱讀的第二手文獻。  

句中引註： 

Booher 與 Thibodeau 對挫傷定義為身體的組織受到外力的直接撞擊，而此撞擊造成

組織內血管破裂出血，形成受傷部位有血腫及瘀血現象 (引自林昕翰，2010)。  

 

九、引用翻譯書籍  

在文中引註翻譯作品時，原著出版年代與譯作年代均需列出。例如：Treffinger 等人

(2012/2014) 或 (Treffinger et al., 2012/2014)。注意譯者姓名並未出現在文內。 

 

十、表或圖的引註  

從期刊文章中採用或改編的表或圖，必需在其下方引註出處，而引註中必需寫出 原

作者和版權所有者。  

(一) 引自期刊中的表或圖  

引用中文文獻的表或圖時，直接採用標示「採自」，改編標示「改自」；外文文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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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或圖直接採用標示「From…」，改編標示「Adapted from…」作為引導。例如：  

中文： 採自「以系統動態學觀點探討影響國中生網路成癮程度之因素」，楊雅珊、林

錦煌，2016。雙溪教育論壇，5，頁 128。 

外文： From “Large Continuous Perspective Change with Noncoplanor Points Enables 

Accurate Slant Perception,” by X. M. Wang, M. Lind, and G. P. Bingham, 2018,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Human Perception and Performance, 

44(10), p. 1513 (http://www.doi.org/10.1037/xhp0000553). Copyright 2018 by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二）引自書籍中的表或圖  

中文： 採自教育研究法 (頁 586)，王文科、王智弘，2020。五南。  

外文： Adapted from 2017 Poverty Rate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U.S. Census Bureau, 

2017(https://www.census.gov/library/visualizations/2018/comm/acs-poverty-map.

html). In the public domain. 

 

十一、使用數字與統計符號 

(一) 小數點之前 0 的使用格式 一般情形之下，小於 1 的數，需於小數點之前要加 

0，如：0.12，0.96 等，但當某 些特定數字不可能大於 1 時（如相關係數、比

率、機率值），小數之前的 0 要去掉，如：r = .26，p < .05 等。 

(二) 統計數據的撰寫格式 M = 15.68，SD = 2.40，F（3, 8）= 36.37，t（13）= 5.34 等

格式，其中推論統計數 據，要標明自由度，且最好標出效果值與精確 p 值（ex: 

p = .038），如 p 值小於 0.001，則可以 p < .001 表示。 

(三) 統計符號的字型格式 除 μ、α、β、λ、ε、V、ANCOVA、ANOVA 以及 MANOVA 

等符號外，其餘統計 符號均一律以斜體字呈現。如：N，ns，M，SD，F，p，r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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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附錄以一、二..依序編號，例如附錄一。 

 

 

附錄一 大學生自我效能問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