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心得分享 

司法組 張敏萱 

有感於申請大專生計劃的流程，或是通過後該如何執行的分享並不多，因此本篇心得將以自身經驗

為基礎分享，為學弟妹們解決常見疑問。雖然不具絕對性，但希望能提供有志申請之學弟妹們啟發與參

考。 

一、 申請動機 

每年，法學院比較法資料中心都會舉辦大專生研究計畫說明會，邀請學長姊們分享經驗，我是在大

二通過此說明會，第一次接觸到大專生研究計畫。由於我是半工半讀，起初很單純是被 4 萬 8 千元的研究

經費所吸引，對窮學生來說是一筆相當可觀的金額！不過我當時仍在修習民總、刑總、憲法等基礎課

程，還不清楚自己有興趣的領域為何，評估過後決定等大三時再申請，自那時起便將這件事放在心上。 

升上大三後，說實話，我對於什麼領域有興趣依然茫然，一度萌生了放棄申請的念頭，直到在幾週

的親屬法課程裡，頓時讓我產生相見恨晚之感，尤其是關於配偶的部分，引起我的興趣！因此決定要以

親屬法作為研究領域。 

二、 尋找主題 

找到有興趣的領域後，緊接而來的是「如何找到更明確的研究方向」，我透過一些方法尋找切入點，

也提供學弟妹們參考: 

1. 翻閱教科書，培養問題意識 

2. 上課時教授們可能會提到最近關心什麼議題 

3. 閱讀學者文章 

4. 關注時事與修法動向 

5. 參加學術研討會 

適逢法律學院 70 周年院慶，研討會舉辦頻率更密集，我很幸運地透過其中一場研討會找到有興趣的

議題，同時該議題的與談人為官曉薇老師，老師提出的觀點讓我印象極深，於是希望請老師擔任我的指

導教授。 

稍嫌可惜的是，當時我對於閱讀學術文章還很陌生，但我個人認為這是特別適合尋找研究議題的方

式，能夠直接地看到教授們關心的議題、想解決的問題為何，因此非常鼓勵學弟妹們提早培養閱讀文章

的習慣 ！ 

 

三、 撰寫研究計畫 

由於一位教授僅能指導 2 名學生，耳聞名額往往搶得非常快，於是在確定想找的指導教授後，我便立

刻撰寫了請求指導的電子郵件。信中提及我曾修習過教授的課程、該堂課程表現以及研究興趣所在，表

達想請求老師指導大專生研究計畫的意願，此外，我也提了一些初步構想有興趣的主題，向老師請教意

見。在與老師花了一段時間討論、蒐集文獻後，終於確定了研究主題。 

確認研究主題應該是在申請階段中最耗時的部分，我是在大三上學期約莫 10 月請老師指導，要投件

隔年 2 月截止的大專生研究計畫，時間相當緊迫。依老師先前的指導經驗，會建議學弟妹們預留大約半年

時間來撰寫、多次修改研究計畫。 



研究計劃基本內容須包含：摘要、研究動機、研究問題、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範圍、預期成

果及參考文獻。其中佔最大篇幅的部份是文獻回顧，大抵來說，重點在於如何透過大量的資料，呈現研

究計畫的「價值」。在撰寫這部分時，我思索非常久，如何以清晰的主軸，串聯龐大的資料量，這確實是

一項挑戰。對於學術新手來說，感到困難是正常的，因此這個階段會很需要與老師討論，一步步修改。 

在過程中，我非常謝謝指導老師提供的建議，包括如何搜尋適合的文獻、如何閱讀文獻、如何進行

文獻摘要等等，這些技巧都是讓我能在短時間內，精準獲取所需資訊的關鍵。此外，也謝謝已通過大專

生研究計畫的朋友提供範本參考，讓我在撰寫時有清楚的方向！  

四、 計畫執行過程 

通過大專生研究計畫後，接下來是長達 8 個月的研究期間。為求行文方便，結案報告下稱為論文。我

的研究歷程分為三個階段 :蒐集資料期、架構期、產出期，但每個人的研究習慣不同，僅供參考。以下分

別敘述各階段我是如何執行以及面臨的疑問： 

(一) 蒐集資料期 

在正式開始撰寫前，我把先前蒐集的文獻重新閱讀了一次，除此之外也新增了其他文獻。這段時期單純

地只有閱讀，未開始動筆。 

1. 為何需要重新閱讀？ 

原因是，文章看一遍看不懂、忘記，很正常，多看幾遍就會越來越了解，每次閱讀都會有不同體悟，

這是我的親身體驗。並非每次閱讀都必須精讀，而是每次閱讀後要做文摘，即把重點筆記下來，久而

久之你就會有多版本、從繁到簡的文摘，也代表你越來越了解這篇文章的核心理念，最終當你能用自

己的話把整篇文章濃縮成短短幾句話，就不需要再讀這篇文章了。 

2. 為何需要增加新的文獻？ 

原因是，當你進行研究，你需要先從茫茫知識海中儘量汲取資源，你才有足夠多的資料可以運用、有

足夠多的佐證能支持你的想法。 

3. 文獻這麼多，怎麼知道哪些是需要的？ 

現今有許多五花八門、功能強大的搜尋引擎能方便快速地尋找文獻，找最容易上手的一種即可，其中

最普遍的工具之一是 google scholar。先看文獻的目錄，找到最相關的部分，跳到該部分進行閱讀，內

容若是不符合，可能這篇文章就是不需要的（但其他部分可能還是有你需要的資料）。另外，實體教科

書也是重要的資料來源之一。  

這段單純蒐集文獻的時期盡量不要耗時太久，認為資料已經大略足夠，就可以進入下一階段了，之後若

還有疑問可以邊寫邊補充資料。 

(二) 架構期 

知識庫儲存了如此龐大的資料，接下來要開始動手整理。我認為最簡單的方法是：依正反兩方，將資料

歸類成各方的論點，若無法分類即屬中性看法，可能是歷史、背景、數據等事實性資料。初步將資料分



類後，即可以架構論文的骨架了，因大專生結案報告並沒有既定的格式，編排有條理即可。換言之，這

階段要決定論文的大標題、小標題，以及各標題間銜接關係。最後，把先前整理的資料，放入適合的標

題內，可以想像成將肌肉填入骨骼。 

1. 如何安排大小標題？ 

可以參考時間(過去到現在)、空間(我國到外國)、大小(大範圍到小範圍)屬性，或是相關主題的學者文

章、碩士論文，從目錄參考其如何編排，參考越多篇會越有想法。我是先進行背景描述，點出問題意

識，再分析學者、實務的看法，這是常見的編排方法之一。 

2. 標題及標題間如何銜接? 

我個人認為在一個標題結束後，進入下個標題前，要有一些文字敘述，說明前後標題的關係，否則可

能會有斷點來得太突然、論點難以前後貫穿的違和感。若前後段內容無明顯相關時，說明更是必要。 

3. 可以不安排大小標題，直接寫嗎? 

當然可以，我下的大小標題也經過多次修改。大小標題是為了讓人一看即知這段內容為何，因此根據

內容滾動式調整標題是必須的。只是若先有了大小標題，會更容易扣緊核心，填入適合的資料。 

(三) 產出期 

在架構完成，放入適合資料後，整理文獻的任務便結束了，這時便需要發揮創意，以自己的想法給出結

論。 

1. 要怎麼有自己的想法? 

首先，並不需要產生一個前無古人，後無來者的驚人想法，更重要的我認為是針對前述各方論點，提

出你的看法，並說明研究問題該如何解決。當然，若你有更多想法，請盡情揮灑，許多不同論點相互

激盪正是學術研究的迷人之處！ 

最後，我認為大家不用太擔心這個問題，因為當你一定程度地熟悉這個議題後，你一定會對它有些想

法，而這些想法都是開展更大可能性的關鍵。 

2. 請特別注意引註格式 

標引註可說是整篇研究中最瑣碎的步驟，因此請務必在一開始就認識到正確的引註格式！在撰寫過程

中，也強烈建議先將引註之處進行標記，在註腳處簡單記錄在哪篇文章的第幾頁，在論文最後收尾工

作會輕鬆非常多。 

不知道大家有發現嗎？其實寫論文很像三段論法：大前提（問題意識），小前提（背景、正反方觀

點），結論（自己的想法），研究只是多了更多資料、更注重脈絡，僅此而已，其實很簡單！ 

五、 心得 

申請大專生研究計畫的好處，撇除優渥的研究經費，我想更重要的一點是，在申請階段就能夠初步

發現，你對「研究」有沒有興趣。文章開頭有提到，我最初是被研究經費吸引來的，通過審核固然驚



喜，但我在執行計畫前，對「研究」還是沒有太大興趣。不過，正所謂做了才知道喜不喜歡，在後續研

究過程中，雖然也經歷很多壓力大的時刻，例如：課業、研究兩頭燒、擔心做不好、不知道寫不寫得出

來、覺得研究好難等等，所幸有指導教授的不斷鼓勵，在我每次提出很多疑問時，教授都非常有耐心地

替我解惑、與我討論，並一步步引導我深入思考，令我驚訝的是，隨著時間推移，我對研究的熱愛竟遠

超預期！ 

隨著研究進行，我的思維也不斷改變，從最初只憑直覺提出想法，到後來能運用不同的觀點支持我

的主張，我強烈地感受到自己彷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而這種探索的渴望並未隨著計畫結束而停

歇，如今我依舊持續地攀向更高的巨人肩上。思考的方式、研究的能力、眼界的開闊，是我在這個計畫

中獲得的最寶貴禮物！除此之外，我非常榮幸獲得了研究創作獎，這是我在申請之初未曾預料到的，看

見自己一路走來的進步也讓我更加認識自己，更有信心。 

大學時期有許多值得嘗試的機會，參加大專生研究計畫無疑是極具亮點的一項經歷。即使起初對研

究不甚了解，甚至對自己的能力感到懷疑，但這是一個發現自我、拓展視野的契機，因此我想鼓勵學弟

妹們勇敢挑戰自我，也由衷地希望這篇心得文能為你們加油打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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