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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

〈世界名導淺談〉

時間：大一or大二

地點：大學系刊



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看起來很了
不起，但是卻有很多問題──

✓我沒有看到全世界，我只看到美國好萊塢
(主流商業電影)。而且……

✓這些導演的電影，我大部分沒有看過。其
實……

✓我全部參考自當時一本雜誌《世界電影》



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一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其實只是從
很泛泛的、隨手可得的訊息中

✓重新拚貼、整理、重組出一個貌似我個人
的見解──哪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導演」

✓而且我提出「見解」時並沒有論證

✓完全是一種獨裁者的自以為是，而且

自我感覺良好！



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二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

〈從五四運動到鄉土文學論戰〉

時間：大二

地點：大學系刊



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二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看起來也很
了不起，但是一樣有很多問題，而且還是老
問題──

✓五四運動、鄉土文學論戰，都是大事件，
我根本還沒有好好去了解它們

✓我到圖書館借了幾本書(不是只看一本雜誌)，
好好的K了一下，覺得就懂了



我成為「研究者」以前的「研究」

我的第二份研究報告(論文發表)，其實只是參
考了幾本書後……

✓重新拚貼、整理、重組出一個貌似我個人
的見解──介紹這一段時間的文學史和文
化史

✓而且我提出「見解」時並沒有論證

✓仍然是一種獨裁者的自以為是，而且

自我感覺良好！



我成為「研究者」以後的「研究」



我成為「研究者」以後的「研究」

Q: 「論文」和「報告」的差別何在？

Q: 「研究」和「匯整」的差別何在？

Ans: 差別在於有沒有「問題意識」

Q: 什麼是問題意識？

Ans: 是不是發現了什麼問題？

是否針對某個問題試圖提供答案？

(或者說)是否試圖解決問題？



我成為「研究者」以後的「研究」

Q: 「問題」怎麼產生？

Ans: 從你的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

Ans: 從前人研究成果中找出破碇

Ans: 或者──

對一切抱持懷疑(質疑)



我成為「研究者」以後的「研究」

那你呢？

成為青年學者之前，

先來檢視

【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一起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 四、大學考招架構

• 依據考招理念與規劃原則，未來大學招
生維持多管道、多資料參採方式，其中並
以申請入學為主，重視學習歷程，希望激
勵學生適性發展，並能落實高中領域學習
的完整性，讓學生於高中所學得以銜接大
學教育。



一起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 (一) 多元入學管道

大學維持多元入學管道，可維持多元化的學
生組成，包括:區域平衡、社經地位、族群等
多元。多元背景組成的學生透過互相包容、
互相尊重的學習環境，可激發學生多面向思
考解決問題的能力，避免同質性太高的學習
環境中，學生視野受限，不利將來的發展。
大學生的多元組成，除了實現社會正義，更
是大學追求卓越的必要條件之一。



一起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 (二) 多資料參採

大學評量選才，採多資料參採，避免以考試
成績為主要依據，致使影響高中課程規劃、
教學進度以因應入學考試，偏重考科練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以「核心素養」為課程
發展主軸，強調學習不宜以學科知識及技能
為限，而應關注學習與生活的結合。因此，
選才強化參採綜合學習表現，可協助學生試
探不同學科的性向，培養通識能力、人文關
懷及社會參與，亦可奠定學術預備基礎。



一起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綜合學習表現(P)代表無法由統一的紙筆測驗
所評量，但能展現學生多方面實力或潛能的
各項表現，包括兩部分，其一為學生高中時
期的學習歷程資料;其二為大學校系自行辦理
之面試、筆試或實作表現等。所以綜合學習
表現(P)所呈現的是學生的學習歷程(portfolio)、
成果表現(performance)，或發展潛能(potential)，
是大學發掘學生、學生展現實力的另一類型
可參採資料。



一起來檢視【大學多元入學方案】

結論：

✓新制重視學習歷程，是為了激勵學生適性發展。

✓新制希望學習和生活結合，期望學生具備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學檢視學習歷程，是為了確認高中生的條件能
否銜接大學教育。

✓能否銜接，既看實力之多寡，也看潛能之有無。

✓從適性發展，到培養出實力和潛能，中間的過程
是什麼？

✓這個過程，應該是從探索到反思，甚至不斷循環。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適性：為了確立性向，你必須探索自己的性向。

✓探索：既然要探索，就必須是真正的探索。你做
了什麼探索？(你能交待自己探索的足跡嗎？)

✓反思：好，你真的探索了，但你踏出的每一步，
你選擇邁出的方向，你有想過一定是對的嗎？這
就是反思。

✓寫作：以上的一切，要怎麼讓教授知道？主要還
是寫、寫、寫。寫了之後上傳，才有機會在面試
時講給教授聽。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都很重要。

為了適性，必須探索；

探索的同時必須進行反思；

探索與反思的足跡必須靠寫作。

但是：

其中最核心的關鍵在哪裡？

探索×反思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大學端(教授)最喜歡看見什麼樣的你？

看見你「真正」去探索！

看見你「個人化」的探索足跡！

看見你「超真實」的探索足跡！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高中生進入高中的每一天，都要思考：

✓為了達到適性發展的目標，我是否規劃了、我如
何規劃了我的探索(及學習)方案？

(我為自己做了什麼？)

✓我如何從探索到學習？我在這個過程中做了什麼
調整？

(在探索過程中，我做了什麼調整？)

✓我是否反思了我的探索及學習足跡？我如何呈現
我的反思？我的呈現是否有效而且具有意義？
(我是否反思過去的學習？我如何向教授證明自己的歷程？)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剛才說的是一般高中生，

至於青年學者，

要留意什麼？



適性×探索×反思×寫作

結論：

✓新制重視學習歷程，是為了激勵學生適性發展。

✓新制希望學習和生活結合，期望學生具備思考與
解決問題的能力。

✓大學檢視學習歷程，是為了確認高中生的條件能
否銜接大學教育。

✓能否銜接，既看實力之多寡，也看潛能之有無。

✓從適性發展，到培養出實力和潛能，中間的過程
是什麼？

✓這個過程，應該是從探索到反思，甚至不斷循環。



青年學者養成

✓上網之「必要」
尋找真知識之必要、辨識假訊息之必要……

✓當一個文青之「必要」
逛誠品、泡圖書館、善用電子資料庫之必要……

✓好好過日子之「必要」
在生活中找問題、問問題、解決問題……

✓寫作、表達、動手之必要
解決問題不能靠冥想，不能紙上談兵，而是要寫下來、

要辯論、要開工！



青年學者養成——利用圖書館



適性×探索——讓別人逼你



臺灣師大進修廣學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