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10/24

1

壹、論文、研究報告的體例

貳、撰寫報告或論文的基本技巧

參、研究報告或論文的評鑑

肆、參加研討會相關事項

⼀、期刊、雜誌論文的體例
二、學位論文或研究報告的體例

(一)實證性研究報告
(二)文獻探討（評論性論文）
(三)學理性論文
(四)方法的論文
(五)個案研究
(六)其他

 緒論

 研究方法

 結果（結果與討論）

 討論（結論與建議）

 範例

 沒有一定的格式

 整合研究與分析

 針對已公開發表之研究材料，提出批判性
評鑑

 有助於釐清問題，瞭解時下研究進展
→進一步建議解決問題

 氣功的科學研究現況

 評李嗣涔的撓場

 我國運動行銷公司現況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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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一定的格式

 學理性論文之結構與文獻探討接近

 其為針對影響理性問題有關的實證資訊，
予以陳述。

 探源溯流方式分析學理的發展，旨在擴充
或修正學理上的構念，檢核其內在一致性
與外在效度，據以提出新的理論

 沒有一定的格式

 此類論文在於提供研究者社群新的研究觀
點、修正現有的方法，以及討論量的與資
料分析的方法

 沒有一定的格式

 為了解說問題，指出解題的手段，或投注於需
要的研究或學理問題，對個人或組織進行研究
，將所得的個案材料予以描述。

 需徵得受研究者或組織書面同意即可披露的資
訊

 依照性質將個案的材料作適度地偽裝

 「圓頂運動場(Dome)經營成功的策略探討-以東京巨蛋(Tokyo Dome)為例」

 大型室內多功能體育館建築經營管理階段之研究以臺北小巨蛋為例

 包括一些未出版的論文，如簡要報告、對
已出版之論文的評述與答覆、書評、致編
者的信函、專題論文等

 一、報告正文前的基本資料

 二、報告的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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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報告正文前的基本資料

1.篇名頁

2.謝辭 (誌謝)

3.審定書 (學位論文)

4.摘要

5.內容目次

6.附表目次

7.附圖目次

8.附錄目次

(二)報告的主體

1.緒論

2.文獻探討

3.研究方法

4.結果

5.討論與建議

(三)參考書目／文獻

(四)附錄

 實證性研究報告的摘要

應描述研究的問題、研究對象的特徵(如人
數、年齡、性別、類別等) 、研究方法(如資
料蒐集技術、介入程序) 、發現(含統計顯著
水準) 、結論與啟示或應用。

 學理性論文或文獻探討之摘要
應包括：主題、目標與範團、使用資料來
源、結論。

 方法的論文摘要
應包括所討論之方法的類別、方法的特徵
、方法應用的範團、統計程序的力量等主
要特徵。

 個案研究的摘要
包括：所研究之個體、組成的主題及相關
特徵， 該案例之問題的性質或解決方式，
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一般碩、博士論文摘要
包括： 問題的敘述、簡述研究方法與設計
、主要發現及其重要性以及結論

 其字數多寡不一，如以英文撰寫的實驗性
質的論文，大抵以100～150 字為宜
如為學理性論文，則以75～100 字為妥
APA 則認為連同每個字母與間隔計算在內
，不宜超過960 個，即最多限於120 個字) 
。

 中文摘要的字數並無明確標準可循，大多
在300字左右。
學位論文：最多以不超越600字的稿紙一張
或電腦打字12 號字一頁為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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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本研究的目的在探討氣功對衰竭運動後血乳酸反應的影響。方法：
受試者經隨機分組為十五位氣功練習者與十五位無氣功經驗之正常健康成
人，氣功組接受十六週的氣功訓練後，兩組受試者分別在電腦跑步機上，
以Bruce測試程序，進行最大攝氧量的運動負荷實驗，並在運動前10分鐘
初次採血做為基準值，（氣功組與控制組的血乳酸基準值無顯著差異，顯
示兩組具同質性），運動後 5分鐘第二次採血（運動後 5分鐘至30分鐘之
間，氣功組進行氣功調息）及運動後30分鐘時第三次採血，分析血液中乳
酸，將兩組三次所得數據進行比較分析。結果：研究結果顯示：在運動後
5分鐘，氣功組(14.54±2.86 mmol/l)與控制組(15.11±1.29 mmol/l)的血乳酸比
較，無顯著差異（t=-.71, p＞.05），顯示兩組運動後血乳酸堆積的狀況相
近；在運動後30分鐘，氣功組進行氣功調息後，與控制組的血乳酸比較，
有顯著差異( t=-2.28, p＜.05)，顯示氣功組降低血乳酸優於控制組；在運動
後5~30分鐘之間的血乳酸移除率，氣功組(46.63±8.87%)與控制組
(38.62±11.81%)的比較，有顯著差異(t=2.10, p<.05)。可見氣功組的血乳酸移
除率明顯優於控制組。結論：根據研究結果，本研究發現氣功組於衰竭運
動後進行氣功調息動作，可有效降低血乳酸。

 關鍵詞：氣功、血乳酸移除

 Aims: This study aims at exploring the Responses of Qigong on blood lactate after
exhaustion exercise. Methods: The experimentees are randomly grouped into 15 Qigong
practitioners and 15 healthy adults without Qigong experience. After the Qigong practitioners
are trained for 16 weeks, all experimentees including the controlled group run on the treadmill
under the Bruce’s MaxVo2 Procedure. All experimentees are drawn bloods 10 minutes before
exhaustion exercise as benchmark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lactate between
controlled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2 groups show consistency.), 5 minutes after exercise,
and 30 minutes after exercise separately to analyze the blood lactate and compare the data
acquired. Between 5 minutes and 30 minutes after exercise, the Qigong group will practice
Qigong. Results: 1.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lactate（t=-.71, p＞.05）
between controlled group (15.11±1.29 mmol/l) and experimental group (14.54±2.86 mmol/l) 5
minutes after exhaustion exercise, which shows that 2 groups have similar lactate accumulation
after exercise. 2. 30 minutes after exhaustion exercise, after the experimental group practices
Qigong, 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blood lactate ( t=-2.28, p＜.05) between controlled
group and experimental group. 3.In-between 5 minutes and 30 minutes after exhaustion
exercise, there is obvious difference in the rate of blood lactate removal between controlled
group (38.62±11.81%) and experimental group (46.63±8.87%), which shows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 has better lactate removal than the controlled group. Conclusion: Based on
the results, practicing Qigong after exhaustion exercise can effectively lower blood lactate.

 Keywords: Qigong, blood lactate removal

(二)報告的主體

1.緒論

2.文獻探討

3.研究方法

4.結果

5.討論與建議

(三)參考書目／文獻

(四)附錄

 有些論文會將結果與討論合併成一章

 根據研究目的或假設，呈現實證結果，提
供清晰的描述。

 借重圖表，將結果以圖表呈現

 論文的核心

 根據研究結果探索其與假設的關係，並與
其他文獻進行評析。
亦即回答緒論所提出的待答問題，或就假
設被接受或拒絕的情形，予以陳述

 建議
1.根據研究結論針，對現況提出興革的建議
2.進一步的研究建議。待改進或深入研究的
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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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考書目／文獻
在文本中引用的期刊論文、書籍、蒐入書
籍中專章、技術報告、電腦程式、未出版
作品、網路資料等在內的文件。

 凡與論文或報告有關的資料，過分冗長或
不宜列在論文主體內者，均可放在附錄中
。

報告的要素 量的研究 質的研究

題目和作者 V  V 
摘要 V V 
緒論與問題敘述 V V
文獻探討 密集的、詳細的 簡要的
研究問題 特定的、 帶有預示的一般性問題

窄化的問題和(或)假設
方法與設計 參與者或受試者、 參與者、場域、

工具、程序、介入 情境和脈絡
結果 統計的 敘事的、描述的
討論 V V 
結論 V V 
參考文獻 V V 

 撰寫的格式

 頁數的標記

 附表

 附圖

 講求創新、清晰與簡潔。文字的措辭須嚴謹，
不可疏鬆；深奧的觀念，以簡單易懂、合乎邏
輯的詞句描述；避免具有勸誡或說教的成分。

 引用權威人士的觀點，中文寫出姓名，西文寫
出姓氏即可，頭銜可一律省去。

 附註、附圖、附表中，可使用縮寫字或簡稱，
但在報告或論文主體則不宜。

 量化的名詞在句子開頭，不宜以阿拉伯數字表
出；但在文中或附圖/表則可；若數字超過三
位數，應以逗號分開。

 標準的統計公式，其公式與統計的計算過程，
不用列出；若該公式相當罕見，則可列入報告
中。

 依統計公式而得之數值（t，F值）則計算至小
數第二位即可。統計數字於行文中亦有規範，
例如：男性教師的得分（M＝91.99，SD＝
12.69）；F（1,587）＝8.69，p＝.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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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致是「報告正文前的基本資料」組成一個單位
；「報告主體」、「參考文獻」與「附錄」形成
一個單位。

 報告正文前的基本資料：小羅馬字 i，ii，…

 報告主體、參考文獻與附錄：阿拉伯數字

 位置：每頁底部中間或頁緣的左右上端

 附表與附圖，須審慎標示，份量不宜太多，以免
讀者感到不耐，當然如能越簡單越好，只要能表
達所需的關係就可以了。

 名稱及編碼宜置於該表的上方。

 文中敘述不宜說上表或下表，應直接敘說附表的
編號。

 盡量安排在一頁（附表若占二、三頁的篇幅，則
需加註：”待續”或”接次頁”。

 附註：內容的附註；版權內容的附註

現今多以「表3，表3-1…」呈現

 名稱須能清晰描述所指之資料性質。

 選擇合宜的附圖，越簡單越好。

 資料須仔細記載，避免發生錯誤或造成歪曲。

 附圖宜謹慎使用，不宜過多。

 附圖如占有半頁以上，須自成一頁。少於半

頁，須與文字內容安排在同一頁。

 附圖須緊隨在相關的討論內容之後。

 附圖中的數字，宜以阿拉伯數字填註。

 附圖的名稱及編碼宜置於該圖下方。

 文字內容提及附圖時，宜陳述為”如「圖 3-7」”

2019/10/24

填寫基本資
料及第一次
EFI量表
（基準線）

填寫第二
次EFI量
表

休息10
分鐘

瑜珈: 1.操作體位法30分鐘
2.大休息式3分鐘

氣功:1.操作自發動功30分鐘
2.靜坐調息3分鐘

實驗說明及閱
讀受試者須知

瑜珈1.操作拜日式15分鐘

2.大休息式3分鐘

氣功1.操作培元功法15分鐘

2.靜坐調息3分鐘

填寫第三
次EFI量
表

實驗完成

圖 2-1 瑜珈與氣功運動實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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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氣功三種情境EFI各分量表之變化

量的報告的評鑑

一、一般的評鑑規準

1.摘要或提要

2.緒論

3.研究方法

4.結果

5.討論 ( 含結論建議 )
6.整篇論文的撰寫

二、特定方法的評鑑規準

1.歷史研究；2.敍述研究；3.相關研究；4.因果－
比較研究；5.實驗研究；6.單一受試者研究

 是否敘述研究的問題？

 參與者和工具的數量及類型作了描述嗎？

 確認使用的研究(實驗)設計嗎？

 描述研究的程序嗎？

 主要的結果與結論再加敘述嗎？

 關鍵詞是否適當？

 是否敘述清楚？

 該問題是否「可研究J 即是否可經由資料的蒐集與
分析，予以研究？

 對問題的分析，是否提供背景的資料？

 有無討論問題的重要性？

 問題的敘述，是否標示出感到興趣的變項，以及
所要研究的各個變項之間的關係？

 以直接的或操作性的方式界定重要名詞的意義嗎

 研究者具備執行該研究所需的知能嗎？

 包含的內容適當且具有綜合性、完備且準確嗎？

 重要的發現搜羅在內嗎？

 組織理想、起承轉合流暢、且捨棄關聯性不高的
文獻，只討論最有關聯性的那些文獻嗎？

 提供的摘要和解釋有效，且對該研究具有啟示作
用嗎？

 引用的文獻與問題、假設有直接的關聯嗎？

 參考文獻均經過批判性分析，且把各種研究結果
作成比較或對比(即不只列出一系列的摘要或注釋)
嗎？

 列出待答的特定問題或敘述待考驗的特定
假設嗎？

 每一假設陳述兩個變項之間期待的關係或
差異嗎？

 變項直接或以操作定義方式予以界定嗎？

 每個假設是可付諸考驗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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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接受研究的母群體的特徵與大小嗎？

 描述可接近母群體和標的母群體嗎？

 樣本經選取的嗎？對樣本選取的方法有詳
細的描述嗎？

 此種選樣方法，可以選出有代表性的不偏
差樣本嗎？

 描述了樣本的特徵與大小嗎？且樣本數符
合該研究方法所需最基本樣本數的要求嗎
？

 工具及其實施符合保護參與者指引的規定嗎？需要獲得許
可嗎？

 選用此等工具，有理論依據嗎？適當嗎？

 此等工具己描述所建立信度與效度，以及建立的程序嗎?
其目標和內容也作了描述嗎？

 使用的工具適合於所想要測量的變項嗎？

 研究者具備建構或施測工具所需的技巧和經驗嗎？

 提出的證據足以顯示這些工具適用於所想要測試的樣本嗎

 如需分測驗(量表)，有列出各自的信度嗎？

 用來蒐集資料的工具之類型正確嗎(或如使用常模參照工
具比效標參照工具更合適嗎) ？

 此等工具的實施、計分與解釋方式，有充分描述嗎？

 本設計與程序適合於本研究所要考驗的假設和所
要回答的問題嗎？

 詳述程序，備供其他研究者複製嗎？

 各程序間，彼此有邏輯上的關聯性嗎？

 所應用的工具和程序正確嗎？

 曾執行試驗性研究，並描述其執行和結果，以及
其對後續研究的影響嗎？

 描述控制程序嗎？

 研究者是否討論或說明其所未控制的、潛在的混
淆變項嗎？

 提出的敘述統計量數適當嗎？

 顯著性考驗的機率水準，是否在分析資料
之前予以決定？

 如使用母數檢定，有證據顯示研究者避免
違反母數檢定所需的假定嗎？

 研究中的每個假設和設計均描述適用的顯
著性考驗嗎？

 在質的研究中，使用歸納邏輯獲致研究結
果嗎？

 用以解釋顯著性考驗的自由度適當嗎？

 提出的結果清晰嗎？

 安排的圖表適當嗎？易於了解嗎？

 每個圖表的資料在文本中予以描述嗎？

 資料關條的分析合乎邏輯、客觀嗎？

 每一結果，以與其原先有關的假設或主題加以討
論嗎？

 每一結果，以與其他研究者先前在別的研究所得
結果一致或不一致的名義，予以討論嗎？

 由研究結果所作的概括強而有力嗎？

 未控制的變項對結果可能產生的影響，提出討論
嗎？

 討論發現在學理上與實用上的啟示嗎？

 為未來的行動提出建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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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論文對此學術領域是否有貢獻？

 章節是否對稱易讀？

 清晰、簡潔、客觀？

 論文的各部分彼此相關？

 問卷研究

 相關研究

 實驗研究

 描述問卷的效度嗎 ?

 問卷作過試驗性測試嗎 ?

 描述試驗性研究的程序與結果嗎 ?

 對問卷應答者的填答說明清楚嗎 ?

 問卷的每個題目與研究中的一個目標有關嗎 ?

 每個問卷題目處理單一概念嗎 ?

 每個問卷題目有參照點嗎 ?

 在附送的信函中，為答案提供保密的保證嗎 ?

 回收率有多少，它如何影響研究的結果 ?

 描述追蹤的活動嗎 ?

 如果應答率低，能決定應答者與未應答者之
間的差異嗎 ?

 資料分析以團體或群集方式，而不是使用一
系列多單一變項的方式嗎 ?

 仔細選擇變項或避免使用包羅萬象的途徑
嗎 ?

 描述選擇變項的理論依據嗎 ?

 結論與建議是依據校正減弱或限制的分數
級距後的相關條數值為基礎嗎 ?

 結論標示出研究的諸變項之間的因果關條
嗎 ?

 選用的實驗設計合適嗎？

 選用的實驗設計有所依據嗎？

 是否確認影響效度的因素且加以探討嗎？

 形成各組的方法有所描述嗎？

 形成實驗組的方式與形成控制組的方式相
同嗎？

 使用現成的組別或另採隨機編組？

 處理隨機分派於各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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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關鍵的無關變項嗎 ?

 採取控制程序，使各組的無關變項趨於相
等嗎 ?

 有無證據可以指陳反應性安排(如霍桑效應)
的存在 ?

 附表清楚，且與研究結果有關嗎 ?

 研究結果概括於適當的群體嗎 ?

貳、質的報告評鑑

一般的質的研究

(一)緒論

(二)方法

(三)發現與詮釋

(四)結論

 研究的焦點、目標或主題敘述清楚嗎?

 有觸及研究焦點的情境或問題嗎?本研究有
理論根據嗎?本研究的重要性清楚嗎?

 有背景的研究與理論，可用來協助修正研
究問題嗎?

 緒論包含設計概述嗎?

 文獻探討與研究焦點切合嗎?文獻作了分析
與描述嗎?

 描述研究的場所，以確認其獨特性或代表
性?

 進入已確立的田野嗎?

 解釋研究者的角色是什麼嗎?

 承認研究設計的限制嗎?

 蒐集到的資料把互動過程作了清晰描述嗎?

 清楚描述脈絡嗎?

 清晰地提出不同參與者的觀點嗎?參與者的
話或評論被引述嗎?

 提供的內容夠詳細且深入嗎?

 提出多元的觀點嗎?

 結果列有足夠的文獻嗎?根據結果能闡釋持
有的主張與解說嗎?

 清楚標示研究者個人的信念嗎?

 詮釋合理嗎?承認研究者先入為主的觀念與
偏見嗎?

 結論與發現在邏輯上一致嗎?

 標示研究設計的限制與焦點嗎?

 標示發現的涵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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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質的量的混合報告之評鑑

一、混合法

二、行動研究

 投稿

 口頭報告

 張貼式的論文發表：海報發表

 研討會的摘要

1.問題背景：以一簡短的前言來陳述

2.陳述研究問題

3.研究方法：受試者、實驗設計、儀器設備

、步驟、資料分析

4.結果：研究的發現

5.結論與發現的重要性

 題目(含作者、單位)、簡介：陳述研究背景
、重要的文獻探討→ 3分鐘

 研究目的

→ 3分鐘

→ 1分鐘

 結果

 方法與步驟

 討論與結論
→ 4分鐘

→ 3～4分鐘

 可與相同領域或有興趣的研究者深入討論

 先瞭可用空間大小、瞭解背板顏色

 字體大小：題目最大，內文不小於1公分

 盡量以圖表呈現結果

 準備張貼海報的器材-圖釘、雙面膠…

 包含：題目作者、前言(目的)、方法步驟、
結果、結論、重要文獻、摘要

範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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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