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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緣起與目的 

    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鑒於本校研究生佔全體學生人數近一半，自 2010 年開始將研究

所畢業生問卷納入問卷調查項目之一，今年已邁入第四年。本年度於五月初開始進行網路問卷調查，於

七月初結束，期間每週針對未填答同學，寄送電子郵件催收。由於問卷內容已於去年有較大幅度的變動，

因此今年的問卷題目沿用去年版本，分為四大面向：基本資料、學習成果、課程與學習、論文寫作。問

卷調查結果可作為制定相關政策與本中心提供相關服務之參考。 

    

貳、調查結果 

    問卷採四點量表以及複選的勾選方式作答。四點量表從 1 至 4 代表同意程度，1 代表非常不同

意，4 代表非常同意。為方便說明，以下圖表將以同意百分比 (亦即同意和非常同意兩者百分比相加的

數值) 表示。本次問卷回收 1727 份，回收率為 31.6 %。 

 

一、基本資料 

    今年度的填答者中，全職的研究生佔絕大多數，為 97%，在職生僅佔 3%。研究生所選擇的就讀領

域如圖 1，選擇與前一學位領域相同或相近者共有 91%，與去年的數據類似，可見多數學生還是「從一

而終」，會大幅轉換領域的還是少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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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所就讀領域（包含碩班與博班） 

 

研究生畢業後的計畫，由圖 2 可看出約 3/4 投入就業市場；次之為繼續升學，12%；第三則為準

備國考或其他專業考試，有 7%。 

 

圖 2 畢業後的計畫 

 

    而繼續升學的畢業生中僅有 7% 選擇與過去所學不同領域 (圖 3)，呼應圖 1 的數據。繼續升學的

地點則以國外較多，佔 75%，國內則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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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繼續升學的就讀領域 

 

二、學習成果 

    研究生對於所上的核心能力，絕大多數都清楚 (91%) 與認同 (89%) 的，如圖 4 所示，而所上老

師的教學以及課程規劃對於核心能力的培養，也得到學生的認可與肯定，分別為 83%、75%，不過相較

之下，課程規劃還有改善的空間。近八成的學生表示如果重來，仍會選擇目前就讀的研究所，比起大學

部畢業生的數據為高。 

 

    學生對於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的程度，畢業時比起入學時的平均數略降一些 (以 0-100 表示，表 1)，

由 78.8 降至 72.3；瞭解的程度則正好相反，畢業時比起入學時較為上升，由 68.6 升至 82.1。過去

幾年調查的趨勢皆相同，而該趨勢與大學部畢業生的調查結果有所差別。大學部畢業生入學與畢業時對

於系上的感興趣程度變化不大，平均數為 70 左右，較研究所數據低一些；大學部畢業生的瞭解程度則

是大幅上升，由 48 上升至 80，雖然也是較研究所數據略低，不過上升幅度相當大。學生在研究所選

擇的領域，應該已經經過大學四年的探索，因此感興趣與瞭解程度都較大學部為高。值得進一步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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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何以研究生的感興趣程度會在就讀之後卻下降，其中原因可能錯縱複雜，未來可考慮針對該議題發展

題組，探究原因。另外，畢業生對於所上滿意度的平均值為 74.0。 

 

圖 4 整體評估 

表 1 歷年來學生對於就讀研究所感興趣與瞭解的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感興趣程度 對就讀研究所瞭解程度 

  入學時 畢業時 入學時 畢業時 

2013 78.8 72.3 68.6 82.1 

2012 79.8 75.6 73.3 82.0 

2011 79.1 73.9 70.2 81.6 

2010 79.7 74.7 69.6 84.4 

三、課程與學習 

(一) 課程規劃 

圖 5 為學生對於所上課程規劃的看法。綜合而言，多數學生都認為所上的課程對於完成學位論文的

各面向有幫助，尤其是「專業知識」以及「研究方法」，可見這部分的訓練已算紮實。然而對於論文撰

寫的幫助程度，則還有進步的空間。校內設有寫作教學中心，針對論文寫作有相關的諮詢服務；所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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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依據領域性質，規劃開設類似課程，以厚實學生學術寫作能力。 

 

圖 5 所上課程規劃 

(二) 指導教授角色 

    由圖 6 可知，指導教授在學生完成論文的過程中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不論是決定研究主題、研究

或實驗的過程、建立自我論述，或是撰寫論文等各階段，都有超過九成的學生表示指導教授提供了諮詢，

顯見指導教授在研究所學習的重要性。 

 

圖 6 指導教授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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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論文寫作的學習投入情形 

    論文寫作的各個階段，多數學生都投入了不少時間 (圖 7)。相較之下，為數較少的學生花很多時間

決定研究題目 (76%)，指導教授可能對於學生決定研究題目發揮很大的影響力，因此學生在該面向的投

入就相對較小。一旦題目決定之後，接下來的文獻蒐集與閱讀、做研究、寫論文、建立論述都需要相當

程度的投入。 

 

圖 7 論文寫作的學習投入 

四、論文寫作 

    論文寫作為研究生不同於大學生的重要學習經驗，故針對論文寫作各階段的狀況，在問卷中佔了較

大篇幅加以探討。除了論文撰寫過程中的感受以及論文完成後認知與情意評估之外，其餘題目為可重複

勾選的複選題。 

(一) 論文題目 

1、題目來源 

   決定針對哪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是完成論文的第一步。調查結果顯示，「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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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指導教授指定或建議」為主要方式，尤以前者較高，如圖 8。其他有約三成的同學表示，研究主

題是自己尋找、教授研究計畫的一部分、承接學長姐研究成果，或是藉由文獻閱讀而定。因此，指導教

授對於學生決定論文題目具有相當重要的影響力，該結果也呼應圖 7 學生在決定研究題目的投入較低。 

 

圖 8 論文題目來源 

2、決定論文題目的困擾 

   有 41% 的學生表示在決定論文題目上是有困擾的 (圖 9)，而困擾這些學生的最大原因為不確定題

目難度，擔心無法完成。其他各種困擾，如找出有意義的題目、界定具體清楚的問題、前人多已做過、

題目聚焦、不擅自己找題目等，則較少學生 (約三成) 為之所困，請見圖 10。 

 

圖 9 決定論文題目是否有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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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決定論文題目感困擾原因 

 

(二) 文獻回顧與批判 

    決定論文題目之後的文獻回顧與批判，有四成學生表示有困擾 (圖 11)。感困擾的學生當中，約半

數是因為歸納整理能力不足，以及不確定對文獻批判的論點是否合理；其次則因為原文閱讀以及缺乏批

判習慣，如圖 12。而突破文獻回顧與批判困擾的方式，相較於求助於他人，不論是指導教授或是同儕，

較多學生傾向於自己解決 (圖 13)。 

 

圖 11 是否有文獻回顧與批判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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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文獻回顧與批判感困擾原因 

 

圖 13 突破文獻回顧與批判困擾的方式 

 

(三) 建立獨特新穎的自我論述 

    每一項研究對於幫助了解整體現象或是補足現存文獻不足皆有其貢獻之處，因此在論文中建立獨特

新穎的論述，就成為相當關鍵的要素。本次調查顯示，有 44% 的學生表示有此方面的困擾，如圖 14。

感到困擾的原因依序為「過去都是歸納統整別人的論述」(60%)、「沒有養成提出論述的習慣」(56%)、「不

知如何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找新的論述」(50%)、「不太會連結看似不相關的知識，創造新的論述」(46%)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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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綜觀之，學生缺乏歸納之後再提出自己看法的訓練，或許過去的學習，老師會鼓勵這樣做，但可

能並未教導如何做，這是未來課堂上可以加強的地方。解決這項困擾的方法，多數學生尋求頓悟的方式，

經過醞釀，得到靈感；其次則尋求指導教授的協助，圖 16。 

 

圖 14 是否有建立自我論述的困擾 

 

圖 15 對於建立自我論述感到困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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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突破建立自我論述困擾的方式 

(四) 學術論文撰寫 

1、相關經驗 

在撰寫學位論文之前，44% 的學生沒有任何相關的學術論文撰寫經驗 (圖 17)。其他各項的相關經

驗中，有 40% 的學生曾經獨立研究並撰寫學術報告，28% 曾在學術會議報告，18% 曾向學術期刊投

稿，修過論文寫作課的則較少，僅有 15%。 

 

圖 17 論文撰寫相關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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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文撰寫的困擾 

有將近六成的學生對於論文撰寫感到困擾 (圖 18)，相較於上述的決定論文題目、文獻回顧批判、

建立自我論述等階段，論文撰寫困擾了較多的學生。多數學生感到困擾的原因為「不知如何彰顯自己研

究的重要性」(56%)，以及「研究結果不如預期時，不知如何解釋」(53%)。而不知如何與文獻比較，進

而彰顯論文價值與貢獻，以及不知如何確立邏輯一貫的論述，也有約 45% 的學生感到困擾，如圖 19。 

 

圖 18 是否有論文撰寫的困擾 

 

圖 19 對論文撰寫感到困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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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論文撰寫過程的感受 

    論文寫作既然是研究所生涯的重頭戲，也是獨特之處，在過程中，學生的心理感受到底如何? 由圖 

20 可知，大多數學生感到辛苦、焦慮，但也覺得充實；感到很有趣或很痛苦的則約略有六成。至於比

較極端的不想再有第二次經驗，或很享受其中過程的學生約有半數。由此可知，撰寫論文的個人感受因

人而異，而論文撰寫對研究生而言，真的是一大挑戰。 

 

圖 20 論文撰寫感受 

 

(五) 論文完成後之認知與情意評估 

1、認知層面 

由圖 21 可知，學生在完成論文後，大多數經自我評估都覺得已經學到做研究與寫論文的流程。從

找研究問題、提出解決問題方案、收集證據或做實驗、解釋證據或實驗結果，直到建立論述，學生都覺

得相當有收穫，可見論文研究是相當好的訓練。值得加強的是投稿學術期刊，較少的 (63%) 學生覺得

在完成論文後學會撰寫論文，投稿期刊。不過學位論文寫作與期刊文章撰寫本就尚有一段差距，因此才

會出現較低的同意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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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論文完成後認知評估 

 

2、情意層面 

至於學生自我情意層面的評估，絕大多數表示論文撰寫是很值得的經驗，雖然苦中帶甘，但很有成

就感 (圖 22)。經過此折騰的過程，對於往後做研究的動機與信心，約有五到七成不等的學生表示認同。

綜言之，雖然論文撰寫對學生是一大挑戰，不過完成後不管在認知還是情意層面，學生的評估都偏正向，

對學生來說可算是充實又辛苦的過程吧。 

 

圖 22 論文完成後情意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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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結語 

本年度研究生的問卷調查內容，分別由基本資料、學習成果、課程與學習以及論文寫作等四大面向

所構成。其中針對論文寫作，特別另外延伸了各項題組，探討各階段的困擾與突破方式，同時也調查學

生完成論文後的感受。今年與去年的問卷內容相同，整體而言，調查結果也相近，可見學生的感受與評

估並無太大不同，短時間內應不會有巨幅的變動。 

 

    調查結果顯示，研究所畢業生對於所上的核心能力多表清楚與認同，並且認為教師教學與課程規劃

對於能力培養有幫助。畢業生對於所上感興趣與瞭解程度，在入學時與畢業時的變化，歷年的調查數據

趨勢均相同，感興趣程度在畢業時較入學時稍降，瞭解程度在畢業時較入學時上升。未來或可針對感興

趣程度何以下降，發展題組加以探究。 

     

論文寫作為研究所生涯最重要的學習經驗，因此多數學生均投注相當多的心力時間於其中，所上的

課程規劃與指導教授也都發揮了協助的作用。產出論文對學生而言雖然辛苦，不過仍是值得、充實又收

穫滿載的經驗。綜觀論文寫作的各個階段，雖然都有學生感到困擾，不過以「論文撰寫」最令學生頭痛。

寫作能力的培養需要不斷練習，所以必須長時間的累積，並非短期之內可以立竿見影。建議爾後能逐步

在大學部的課程架構中加入寫作課程，不管是中文寫作或是英文寫作，對學生應該都是非常有幫助的訓

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