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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本課程之目的為協助學習者認識護理相關之理論、研究方法以及培養學習

者判讀與應用相關文獻之能力，學習者在修習完本課程後，能具備批判思維、科

學認知、實務應用與基礎研究精神、自主學習等能力。在尊重多元價值的社會，

如何透過專業研究文獻實例的批判與省思，以培養照護專業人員的臨床運用能力

是非常重要的訓練。本課程運用課堂講授、影片欣賞、文獻範例分享與討論活動、

口頭批判發表等教學與評值策略，讓學生有興趣也參與式地學習專業研究方法，

並建置個人未來臨床研究實務運用的能力。多元化的作業與評值方式亦是促進最

後學習成效的有效評值依據。 

  



課程照片 

  

各組討論 各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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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成果報告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學習問卷 

各位同學好，你們目前修的課程是本校推廣的「自主學習」課程，該課程

主要特色是老師減少講課時間，取而代之的是同學規劃自學的主題，再由

老師和助教進行指導，最後進行成果發表。透過這份問卷，我們想要了解，

相較於在輔大曾修讀過的其他課程，您對自主學習課程的想法，以便我們

後續的教學創新發展，謝謝。 

題目 
非常 

同意 
同意 

沒意

見 

不同

意 

非常 

不同意 

一、相較於在輔大曾修讀過的其他課程，您對本課程的想法： 

1.本課程能讓我更深入地學習到專業

知識。 
9 6 3 0 0 

2.本課程有助於提升自我的學習規劃

能力。 
9 5 4 0 0 

3.本課程更能讓我從中獲得問題解決

經驗與能力。 
9 6 3 0 0 

4.本課程更能讓我將所學知識應用於

實際場合。 
7 6 4 1 0 

5.本課程更能讓我學到如何從不同的

角度和層面看事物。 
8 5 5 0 0 

6.本課程更能激發多元想法與視角。 10 4 4 0 0 

7.本課程讓我願意投入更多時間在學

習上。 
4 10 3 1 0 

8.本課程能讓我在團體中以協調、溝

通與合作的方法來達成目標。 
8 7 3 0 0 

9.授課老師或助教的指導有助解決我

學習上遇到問題與困難。 
12 4 2 0 0 

10.本課程有助於我養成主動學習的

習慣。 
6 8 4 0 0 

https://goo.gl/oGztwB


二、整體而言，我的想法是… 

1.我喜歡這樣的教學方式，我會推薦

別的同學來修讀這門課。 
7 6 4 0 1 

2.我期待未來能有機會再修讀自主學

習的課程。 
6 8 3 0 1 

其他意見(請簡述即可，您認為本課程最棒的地方，或值得改善的地方。) 

1. 每次都會有課前預習，及撰寫心得，完全自主學習，真的是太適合我，因為

我的反應比較差，一定要先預習，才會對課程有了解，學習起來，才會有成

就感，也不會害怕。

2. 藉由課前的預習以及團體報告與指導老師做討論，可增加團體之間合作，也

可以在跟老師討論及批判文獻過程中學習到課程內容。

3. 研究報告大概架構已部分形成，也知道內容重點

4. 謝謝闕老師，好喜歡您

5. 使用護理研究報告做課堂實際討論及批判，能從文章中學習及使學習效果更

有效率。

6. 能先自主學習，知道自己不懂的地方，可以預先提問，老師上課能解答

7. 無，都很棒！

8. 課前預習可以讓我們更加深印象

9. 能不斷與同學老師真正意義的討論互相學習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黃眉茜     聯絡方式：fjuanxiety@gmail.com 

時間 2019/10/30 受指導組別 第_1_組 

地點 DG131 受指導次數 第_1_次 

受指導對象 游雅涵、李欣芮、蔡筱筠、邱玉玟、鄭恩欣、張玉芬 

指導老師 闕可欣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看完了之後還是覺得很茫然，聽得懂老師說的，但是理解的仍然有限

2.量性量表需加入統計，有公式可以套入嗎?

3.測量工具是否影響誤差值的差異。

4.如何選擇好的研究樣本。

5.對內容的提問:對信度及效度還是不清楚。另就是如何知道是前測或後測?有

沒有時間上的限制?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上課時會教到並解答 

後續追蹤 老師當場給予回饋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__ ___________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黃眉茜                         聯絡方式：fjuanxiety@gmail.com 

時間 2019/10/30 受指導組別 第_2_組 

地點 DG131 受指導次數 第_1_次 

受指導對象 吳雅儒、陳羽婕、陳楚芸、林宜、溫嘉柔、范家瑜 

指導老師 闕可欣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雖了解實驗研究的方式，但如何選擇適合的研究法式？ 信度及效度如何運

用？ 

2.有些不太能理解烏腳病那邊前後測的影響。 

3.在實際情形中如何設計一個控制比較好的實驗設計？ 

4. 雖然對於實驗設計有初步的概念，但還是不清楚對於兩種方法的實驗設

計，哪一種比較適合初學者選擇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上課時會教到並解答 

後續追蹤 老師當場給予回饋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__ ___________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黃眉茜                         聯絡方式：fjuanxiety@gmail.com 

時間 2019/10/30 受指導組別 第_3_組 

地點 DG131 受指導次數 第_1_次 

受指導對象 陳怡芳、林雅君、謝佳勳、鄭祐程、馮琪珺、劉忠連、謝妍慧 

指導老師 闕可欣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 在什麼情況下實驗性的研究設計會變成類實驗研究設計？信度和效度該如

何使用於研究裡？ 

2. 影片中有說到 Attention control(注意力控制)會間接影響結果，在做研究

時，是否會將 Attention control 統一化? 

3. 想知道更具體的研究型實驗可套用在哪些研究方面及效度的實際運用狀

況？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上課時會教到並解答 

後續追蹤 老師當場給予回饋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__ ___________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課程指導紀錄表 

學習助教：黃眉茜                         聯絡方式：fjuanxiety@gmail.com 

時間 2019/10/30 受指導組別 第_4_組 

地點 DG131 受指導次數 第_1_次 

受指導對象 張子榆、涂沁怡、陳若慈、沈亞蒨、彭苡菲、張雅筑 

指導老師 闕可欣 

指導內容摘要 

主要問題 

1.護理研究需要量化，有架構可循，了解護理理論的架構模式，具體分析列舉，

想法統整形成概念，研究後解決問題。 

2.名詞解釋很簡單但又抽象，該如何實際形成研究及問題呢？ 

3.有無介入措施及相關性的不同，量性和質性的不同 

4.介入 

太極氣功團體對精神科急性住院病人焦慮憂鬱之成效探討 

精油腹部按摩對便秘之成效探討 

相關 

愛滋病毒感染者的睡眠品質憂鬱焦慮與自尊 

身體質量指數與老年人死亡率之相關性以實證醫學方法探討肥胖矛盾相關性 

具體建議與

解決方案 
上課時會教到並解答 

後續追蹤 老師當場給予回饋 

備註  

指導老師：________ ___________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護理研究 

二、組別：第一組 

三、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四、指導老師：卓妙如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游雅涵 前言、Word 統整、PPT 

李欣芮 文獻查證、PPT 

蔡筱筠 研究方法、PPT、自主學習計劃書 

邱玉玟 研究結果、PPT、自主學習計劃書 

鄭恩欣 研究結果、PPT 

張玉芬 討論、結論與建議、PPT 

六、計畫內容與進度規劃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1.同學事前就選定之文章做導讀，並就課堂已講解之文章部分做再次的瞭解。 

2.利用課後時間與指導老師討論，老師給予文章解析，同學們提出個人觀點與疑

慮共同討論。 

3.指導老師至課堂與同學們個別討論負責部分，給予指導及修正。 

4.指導老師利用 Line 給予個別指導及修改。 

5.課程安排中，生物統計的概念結合護理研究的研讀。 

七、預期效益： 

1.能瞭解護理研究報告之文章內容及書寫方式。 

2.能瞭解如何自報告之組織架構，就文章之正確處給予讚賞，在缺失處予以批判，

以達到學習及自我增進的目的，培養判讀與應用相關文獻之能力。 

3.在護理研究文章批判報告後，能夠具備批判思維、科學認知、實務應用、研究

精神與自主學習之能力。 

4.配合生物統計所學的知識與程式的套用，能更瞭解各篇幅的護理研究是否符合

效應及探討現今醫學所關注的事件。 



5.其他三組的批判與讚賞，也讓我們學到不同的層次與創意。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精神衛生護理學 

(二)組別：第一組 

(三)學生姓名：游雅涵、李欣芮、蔡筱筠、邱玉玟、鄭恩欣、張玉芬 

(四)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五)指導老師：卓妙如 

二、計畫成果 

(一) 自主學習歷程： 

9/18護理理論與護理研究的相關概說 

10/30量性研究法：研究設計樣本與資料收集 

11/13資料整理與分析：統計方法/表格資料呈現討論、結論、應用與建議 

12/11同學研究批判 PPT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1.能瞭解護理研究報告之文章內容及書寫方式。 

2.能瞭解如何自報告之組織架構，就文章之正確處給予讚賞，在缺失處予以批判，

以達到學習及自我增進的目的，培養判讀與應用相關文獻之能力。 

3.在護理研究文章批判報告後，能夠具備批判思維、科學認知、實務應用、研究

精神與自主學習之能力。 

4.配合生物統計所學的知識與程式的套用，能更瞭解各篇幅的護理研究是否符合

效應及探討現今醫學所關注的事件。 

5.其他三組的批判與讚賞，也讓我們學到不同的層次與創意。 

三、學習心得(組內每位學生皆須提供至少 200字的學習心得) 

 游雅涵 



取樣方法如果不佳或錯誤，會影響整個研究的結果，所以研究者要清楚知道

自己所做研究的母群體的特色 

 李欣芮 

母群體採樣元素-母群體中合適樣本元素-人取樣步驟-特殊的標準取樣的計

畫如何收到這群人收集的方法會影響你收集的人群取樣資格-母群體特性

(男女性社經地位哪個多) 要 IN與 OUT的人一定要可以好好表達的才當樣本

要能好好表達母群體樣本的比例要跟實際上母群體的男女比例要一樣。 

 蔡筱筠 

謝謝老師有這個可以事前預習的課程，內容老師解說非常詳細，讓我對護理

研究有在深入了解，需再多次研讀，所以將內容以文字做為筆記，在課程中

也能快速找到答案。 

 邱玉玟 

研究設計的範圍很大，需要樣本的收集齊全，測量工具的效度與信度也很重

要，也要瞭解護理研究方法學的寫作格式，調查研究也要有設計實例，並將

資料做統整及規劃，以將報告做好的呈現。研究的三要素，為操從、控制與

隨機。 

 張玉芬 

學習到當研究者為了要探測或解決問題而進行研究，因為時間、人力、物力

及金錢等限制，只能選取一部份的人來研究，這種從母群體(Population)

中取部分來代表整個群體的過程，稱之為取樣(Sampling)。取樣的型態可分

非機率性和機率性兩大類。非機率取樣基於時間、金錢等限制，以方便為主，

無法控制取樣的偏差。非機率取樣可分為方便取樣、滾雪球取樣、配額取樣、

立意取樣、連續取樣。優點是方便、較經濟、花費時間少。缺點是可能產生

偏差、樣本代表性差、作結論時須特別小心。機率取樣可分簡單隨機取樣、

分層隨機取樣、叢聚取樣、系統隨機取樣。優點是可得到代表性的樣本、可

估計誤差。缺點是不便利、耗費時間與金錢。 



四、其它附件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護理研究 

二、組別：第二組 

三、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吳雅儒 結果、PPT 

陳羽婕 研究方法、PPT 

陳楚芸 討論、PPT 

林宜 題目、PPT、摘要、前言 

溫嘉柔 結論與建議、PPT 

范家瑜 文獻查證、PPT 

六、計畫內容與進度規劃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於 12/4與老師討論 

12/7各自負責內容完成再與老師各自討論 

12/10做完 PPT與老師修改 

七、預期效益： 

在這次護理研究課程學習許多，自行找一篇文獻後，開始學習分析、研究

與批判，從題目是否符合這篇文獻、前言有研究動機及重要性、問題陳述是否正

確、具學術上及實用上之重要性與目的與假設恰當、文獻查證共涵蓋多少篇、一

手、二手的資料有幾篇、非近期資料(5年內)之合適性、包含性、邏輯性、簡潔

性與資料統整性，了解這研究對象、如何設計這研究、所使用的工具。這當中對

我們來說很困難，無法把所有建議找出來，以後需閱讀不同文獻，從中學習。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精神衛生護理學 

(二)組別：第二組 

(三)學生姓名：吳雅儒、陳羽婕、陳楚芸、林宜、溫嘉柔、范家瑜 

(四)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五)指導老師：卓妙如 

二、計畫成果 

(一) 自主學習歷程： 

9/18護理理論與護理研究的相關概說 

10/30量性研究法：研究設計樣本與資料收集 

11/13資料整理與分析：統計方法/表格資料呈現討論、結論、應用與建議 

12/11同學研究批判 PPT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在這次護理研究課程學習許多，自行找一篇文獻後，開始學習分析、研究

與批判，從題目是否符合這篇文獻、前言有研究動機及重要性、問題陳述是否正

確、具學術上及實用上之重要性與目的與假設恰當、文獻查證共涵蓋多少篇、一

手、二手的資料有幾篇、非近期資料(5年內)之合適性、包含性、邏輯性、簡潔

性與資料統整性，了解這研究對象、如何設計這研究、所使用的工具。這當中對

我們來說很困難，無法把所有建議找出來，以後需閱讀不同文獻，從中學習。 

三、學習心得(組內每位學生皆須提供至少 200字的學習心得) 

 吳雅儒 

了解實驗研究的方式 

 陳羽婕 



了解採樣的步驟，及方式，還有制定母群體的重要性，機率取樣及非機率取

樣，能夠與生統進行結合。 

 陳楚芸 

了解如何取樣、取樣的目的、取樣的合適性在哪及如何去批判別人的取樣方

式，還有針對取樣方式的基本概念、步驟、資格去做完整介紹，最後提到非

機率取樣及機率取樣的分類及優缺點去介紹及舉例，讓我們更清楚的了解在

量性研究中要如何去選擇合適的取樣方式 

 溫嘉柔 

先了解母群體的特性，再做採樣設計，還需要透過不同取樣方式來篩選出所

需要的研究對象，也要考量到人、時、力及錢其他限制取樣方式有分機率取

樣及非機率取樣，各有優缺點，可依照現有的條件決定取樣的方式，機率取

樣偏差性較大，代表性較差，在做結論時要特別小心。 

 范家瑜 

先從母群體開始找，再用適合的方式開始研究 

四、其它附件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護理研究 

二、組別：第三組 

三、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陳怡芳 前言批判、摘要 

林雅君 結果批判 

謝佳勳 限制、文獻批判、PDF 

鄭祐程 整理、WORD 

馮琪珺 討論、結論批判 

劉忠連 法方批判 

謝妍慧 報告 

六、計畫內容與進度規劃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12/7與老師討論+工作分配，下課後與老師 line上討論 

12/8交批判內容 

12/9完成報告內容，並與老師討論+修改 

七、預期效益： 

以前尋找文獻時，並沒有想過這篇文章寫得如何、如何去看。這次課程老師

讓我們自行找一篇文獻，逐一分析、循序漸進，查看內文、如何分辨質量性、聊

解研究目的、資料完整、系統性、如何畫出概念架構圖，以及文獻查證是否相關

與周詳、思考研究工具的適當性。將所學運用在文獻、分析背景和邏輯吞理技巧、

加強知識、增加使用研究證據於食物。 

過程困難，雖然沒有把握把所有批判都想出來，未來可藉由課後閱讀多篇研究來

更聊解批判。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精神衛生護理學 

(二)組別：第三組 

(三)學生姓名：陳怡芳、林雅君、謝佳勳、鄭祐程、馮琪珺、劉忠連、謝妍慧 

(四)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 

二、計畫成果 

(一) 自主學習歷程： 

9/18護理理論與護理研究的相關概說 

10/30量性研究法：研究設計樣本與資料收集 

11/13資料整理與分析：統計方法/表格資料呈現討論、結論、應用與建議 

12/11同學研究批判 PPT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以前尋找文獻時，並沒有想過這篇文章寫得如何、如何去看。這次課程老

師讓我們自行找一篇文獻，逐一分析、循序漸進，查看內文、如何分辨質量性、

聊解研究目的、資料完整、系統性、如何畫出概念架構圖，以及文獻查證是否相

關與周詳、思考研究工具的適當性。將所學運用在文獻、分析背景和邏輯吞理技

巧、加強知識、增加使用研究證據於食物。 

過程困難，雖然沒有把握把所有批判都想出來，未來可藉由課後閱讀多篇研究來

更聊解批判。 

三、學習心得(組內每位學生皆須提供至少 200字的學習心得) 

 陳怡芳 



先了解母群體的特性，再做採樣設計，取樣方式有分機率取樣及非機率取樣，

各有優缺點，可依照現有的條件決定取樣的方式，機率取樣偏差性較大，代

表性較差，在做結論時要特別小心。 

 林雅君 

了解及母體群（主要的研究對象，比如：男生或是女生，或是相同教育程度

及年齡等）。取樣步驟：1.母體群確定後才做採樣的設計。2.採樣的誤差，

容易發生在系統性取樣（取樣有誤差，結果就會有誤差）3.抽樣的比例，希

望是機率性的抽樣（具代表性）；若是反機率性的抽樣（代表性就較差）。

反機率性的取樣：1.方便取樣 2.雪球取樣（一個介紹一個，例：AIDS的研

究）3.配額取樣（有一定的比例、特性，維持比例平均）4.連續取樣（在段

時間內密集取樣）5.立意取樣（有明確的規定進來的樣本跟排除樣本的條件）。

機率性的取樣：1.簡單取樣 2.分層隨機取樣（常見於有組織架構單位）3.

叢聚取樣（於不同的叢聚組別裡取樣）4.多階段取樣（combine分層和叢聚）

5.系統隨機取樣。 

 謝佳勳 

要使用對的取樣方式，出來的結果做研究才會是有參考意義的。依據每個取

樣的優缺點，選擇適合研究題目的取樣方式。 

 馮琪珺 

量性研究法中怎麼樣作取樣，須找出母群體，從母群體中採樣元素，確認母

群體後了解需要的是哪些族群，如何收集這些母群體及樣本，如何正確收集，

分為機率性抽樣及非機率抽樣，兩種抽樣都有不同特點，非機率取樣分便經

濟費時少，但可能會造成嚴重偏差，需小心推論及結論，機率性抽樣還分成

很多種比如分層隨機抽樣等......，優點是可得到代表性樣本但缺點是需要

耗費較多時間金錢及較不便利。 

 劉忠連 



了解母群體的特性與限制，再去選擇研究方法，若選擇不適當的研究方法，

可能會影響最終研究結果。影片解釋取樣步驟及及反機率取樣、機率性取

樣。 

四、其它附件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計畫書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護理研究 

二、組別：第四組 

三、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四、指導老師：闕可欣 

五、學生姓名與工作分配：（可以個人或團體方式執行，至多 5人） 

姓名 工作內容 

張子榆 討論報告內容、報告 

涂沁怡 討論報告內容、報告 

陳若慈 討論報告內容、報告 

沈亞蒨 討論報告內容、報告 

彭苡菲 討論報告內容、報告 

張雅筑 討論報告內容、統整+PTT 

 

六、計畫內容與進度規劃 (請描述透過何種行動或方法達成)  

12/2 製作研究 PPT及 word初版 12/4與老師討論報告內容 

12/6 修改 PPT及 word 內容 12/7小組討論報告內容 

12/10補充 PPT及 word 內容 12/11 排演報告內容及課堂上報告 

七、預期效益： 

課程開始由老師帶領大家一起了解護理理論、護理研究趨勢與專業發展，團

體分組後找尋一篇要伴隨整學期且有興趣的文獻，上課過程中藉由閱讀及探討文

獻後，了解如何批判文獻的題目及題目字數是否恰當？研究目是否陳述清晰？動

機、目的、問題的互相連貫？理論架構是否清楚？方法部分：對象(研究參與者

的代表性、抽樣的方式、樣本的大小)、工具(訪談大綱、訪談結構、研究者的背

景)、研究變項概念性定義及操作定義是否恰當？討論、結論、建議：結果的陳

述與緒論的連貫性？結論及建議是否可靠？是否有更好的研究結果討論方式？

研究結果有足夠的可信度？研究結果對理論及實務上的貢獻如何？參考文獻是



否符合 APA的格式?隨著時間的累積，在老師每每上課所分享的其他文獻，拿到

手後腦袋會隨著眼到處帶著批判思維的角度去閱讀，課堂的最後是共同分享、報

告及批判自己的文獻，在各組文獻批判後，兩位老師會補充各組沒看到的點及值

得嘉許的點，當同學們報告完畢後當下感覺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 

在未來讓大家都明白及了解透過專業研究文獻實例去批判及省思。 

  



輔仁大學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自主學習課程補助計畫】 

學生自主學習成果報告 

 

撰寫日期：108 年 12 月 10 日 

一、課程基本資料 

(一)自主學習計畫主題：精神衛生護理學 

(二)組別：第四組 

(三)學生姓名：張子榆、涂沁怡、陳若慈、沈亞蒨、彭苡菲、張雅筑 

(四)課程名稱：護理研究 

(五)指導老師：闕可欣 

二、計畫成果 

(一) 自主學習歷程： 

9/18護理理論與護理研究的相關概說 

10/30量性研究法：研究設計樣本與資料收集 

11/13資料整理與分析：統計方法/表格資料呈現討論、結論、應用與建議 

12/11同學研究批判 PPT 

(二)成效說明與實際產出： 

課程開始由老師帶領大家一起了解護理理論、護理研究趨勢與專業發展，團

體分組後找尋一篇要伴隨整學期且有興趣的文獻，上課過程中藉由閱讀及探討文

獻後，了解如何批判文獻的題目及題目字數是否恰當？研究目是否陳述清晰？動

機、目的、問題的互相連貫？理論架構是否清楚？方法部分：對象(研究參與者

的代表性、抽樣的方式、樣本的大小)、工具(訪談大綱、訪談結構、研究者的背

景)、研究變項概念性定義及操作定義是否恰當？討論、結論、建議：結果的陳

述與緒論的連貫性？結論及建議是否可靠？是否有更好的研究結果討論方式？

研究結果有足夠的可信度？研究結果對理論及實務上的貢獻如何？參考文獻是

否符合 APA的格式?隨著時間的累積，在老師每每上課所分享的其他文獻，拿到

手後腦袋會隨著眼到處帶著批判思維的角度去閱讀，課堂的最後是共同分享、報



告及批判自己的文獻，在各組文獻批判後，兩位老師會補充各組沒看到的點及值

得嘉許的點，當同學們報告完畢後當下感覺真是苦盡甘來，莫大之喜！ 

在未來讓大家都明白及了解透過專業研究文獻實例去批判及省思。 

三、學習心得(組內每位學生皆須提供至少 200字的學習心得) 

 涂沁怡 

由課前導讀可以先了解研究對象的挑選，母群體的決定，另外取樣方式有分

機率及非機率等，不管使用哪種方式取得資料，都各有優缺點。 

 陳若慈 

確定母群體是哪些，進行取樣計畫，考慮年齡、教育、誤差、比例，分為非

機率取樣（方便取樣、雪球取樣、配額取樣、連續取樣、立意取樣）以及機

率取樣（簡單隨機取樣、分層隨機取樣、叢聚取樣、多階級取樣、系統隨機

取樣）各有優劣勢。 

感覺好像懂了，但是實際採樣時，就會不知道是屬於哪一種取樣方式，此母

體適合哪種取樣 

 沈亞蒨 

研究設計的範圍其實很大，但常會面臨到人力、物力、時間、金錢之限制，

只能選取一部分的人作為樣本，稱作取樣。取樣也分為機率取樣及非隨機取

樣，兩種方式各有優缺點。 

 彭苡菲 

取樣方式取決於我們的母體群，介紹了取樣的方法及優缺點，在上次的課堂

中老師也有用舉例子的方式為我們介紹取樣的方法，看完影片後有更加了

解。 

 張雅筑 

研究者不斷探討現存的問題及如何解決問題而進行研究，因許多限制而選取

一部份來進行研究，在母群體取部分來代表整個群體的過程，還需要透過不

同取樣方式來篩選出所需要的研究對象，也要考量到人、時、力及錢其他限



制。那麼取樣方式分非隨機取樣及機率取樣，非隨機取樣費時少，簡單方便，

但在結論上要小心說明；機率取樣樣本具代表性且可預估誤差，但需要技巧

且耗時耗工。 

四、其它附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