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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了解研究目的 

‧說出研究方法 

‧寫出研究結果 

‧討論與分析 

‧寫出結論與建議 



教學大綱 

 
 ‧ㄧ、前   言 

‧二、研究目的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結果 

‧五、討論與分析 

‧六、結論與建議 

‧七、限制與致謝 

 

 

 



教學大綱 

  

八、問題與討論 

九、參考資料 

十、課後作業 

十一、考       題 

 

 

 



 

ㄧ、前  言 

 
ㄧ個研究最後階段要面臨的， 

 便是如何將分析出來的結果與 

 研究目的相配合加以說明， 

並與現有的知識相結合，作為結論。 

 



二、研究目的 

 

以「護理學系學生研修護理行政及 

 

研究課程前後護理能力之比較」為例 
             

        

 



 

以護理學系學生研修護理行政及研究課程前後護理能力之比較為例 
 

             本研究目的是為護理學系學生研修護理行政及研究課程前後護理六大能力
比較(含照護、溝通、教學、管理、研究及自我專業成長能力)。此為世代研究，
研究對象為某護理學系大四學生41人，調查時間為92年9月至93年7月。研究
工具為護理系學生護理能力評值表，問卷採用Likert‘s五分法計分，兩次問卷
信度之Cronbachs’alpha皆為0.98，效度採五位專家效度。研究結果顯示：護
理學系學生主修二門課程前後兩次在教學、管理、研究、自我專業成長能力及
總護理能力之得分（3.59、3.76：3.40、3.64：3.17、3.49；3.62、3.78；
3.51、3.67）上，均有顯著差異；在照顧及溝通能力，並無顯著差異。研究結
果有助瞭解護理學系學生護理能力的優缺點，更深入瞭解護理學系所安排的教
學課程與護理能力之關係，也可作為護理學系改善未來行政、教學、臨床及服
務的參考。 

        

             關鍵字：護理學系學生、護理能力 

         摘        要 



 

以護理學系學生研修護理行政及研究課程前後護理能力之比較為例 
 

             本研究目的是為護理學系學生研修護理行政及研究課程前後護理六大能力
比較(含照護、溝通、教學、管理、研究及自我專業成長能力)…… 

     研究結果顯示：護理學系學生主修二門課程前後兩次在教學、管理、研究、自
我專業成長能力及總護理能力之得分（3.59、3.76：3.40、3.64：3.17、3.49；
3.62、3.78；3.51、3.67）上，均有顯著差異；在照顧及溝通能力，並無顯著
差異。研究結果有助瞭解護理學系學生護理能力的優缺點，更深入瞭解護理學
系所安排的教學課程與護理能力之關係，也可作為護理學系改善未來行政、教
學、臨床及服務的參考。 

        

             關鍵字：護理學系學生、護理能力 

         摘        要 



    摘要寫法題目、目的及結果應相契合 

   有些人寫摘要與題目完全無關，即文不對題， 

   或是提到題目、目的，卻與結果無法配合， 

   有頭重腳輕或頭尾不合情形。 

   摘要的題目、目的及結果一定要互相輝映， 

   有系統、有組織依序道來， 

   才能使人易懂或進入情況， 

   摘要如寫不清楚，就前功盡棄了。 



         三、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要列出重點，如： 

提到調查對象、時間、抽樣方法、研究設計、 

評值方法、研究工具、計分方法、 

信度效度及資料整理與分析， 

但常因限於篇幅，方法寫太多， 

研究結果只有一、二句話帶過， 

有中段重、後段輕之感。 



         研究方法應列出重點 

  研究目的及結果一定要重點清楚敘述， 

  方法因限於篇幅，可把最重要的研究設計方法， 

  以5W1H 

   (Who、Where、What、When、Why、How) 

   一、二句道出即可。 
 

 

 



           研究方法應列出重點 
 
 

    例如： 

   「觀察員到某院內外科病房以隨機抽樣法， 

       取樣住院病人100名，以面談及問卷填寫方式， 

       藉結構式病人滿意度問卷為工具， 

       調查病人對護理人員的滿意度， 

       結果顯示……」。 

 



四、研究結果 

• 經統計分析後所得到的數值、圖、表等，
必須在結果的部份展現，並經過文字的解
說才能引導讀者注意其中最重要的部份，
幫助讀者了解其意義。 

 



四、研究結果 

• ㄧ、表的製作 

     製表時應注意標題須能清楚表達該表的內
容特性，並標示在表的上方。 

    項目標示要清晰。若有需要加註時應加註
在表的下方。 

      



四、研究結果 

• 結果只有少許數字時，就不須列表，在文
字中敘述即可。若有多個變項求得多個相
關係數，列表呈現就會更清楚。 

• 二、圖的製作 

           見Excel之圖檔 



               

                四、研究結果 

     

  研究結果需量化與具體化 
    

     

     有些研究結果提到 

   「甲病房護理品質比乙病房好」， 

     這種寫法無量化且不夠具體。 

    

     此研究之目的有二點： 

     (1) 了解甲乙病房之護理品質。 

     (2) 比較甲乙病房之護理品質。 



         研究結果需量化與具體化 

因此，研究結果應具體寫出： 

(1) 甲病房之護理品質分數為80分， 

      乙病房之護理品質分數為70分。 

(2) 兩病房護理品質比較， 

     甲病房比乙病房平均高10分， 

     在護理品質分數上有顯著差異。 

     如此才具量化及具體化。 

 



結果-表的範例 

• 一、基本資料 

• 二、單項平均數、標準差 

• 三、整體平均數、標準差 

• 四、t 考驗、變異數分析 

• 五、相關分析 

 

 













五、討論與分析 

• 「討論」討論是針對結果提出解釋， 

     是研究論文中最難寫的部份， 

     但也是最能看出研究者功力的部份。 

   討論是論及本研究在理論的意義 

   與實務上的應用 

   提出未來研究上應努力之處 



討論撰寫的要點 

ㄧ、個案的特色 

二、結果與文獻的比較 

       1.文獻需融合理論性與實證性研究內容 

       2.提出相異或相同的文獻內容， 

          並解釋不同性或相同性 

       3.與量性與質性文獻比較 

       4.文獻是否具有時間性、地域性、文化不同 

       5.強調研究的特殊性 

五、討論與分析 



六、結論與建議 

• 「結論」是研究者針對研究發現的事實所
作之個人判斷，需要有明白的證據才可成
立，因此，結論必須根據原本的研究假設
加以陳述，作ㄧ個清晰、確實、簡短有利
的說明，並應適用於樣本或母群體。 

 

 



• 結論撰寫要點 

1.簡要總結(Summary)：總結在結論時，可以將研
究整個過程作整體一連串的描述，主要讓讀者作
一個回顧的機會，清楚該研究的目的過程與結果。 

2.引申意涵(Implication)：研究結果所產生的意涵，
其所延伸出來對於整個研究或是其他社會現象，
甚而護理的意涵及涵蓋的意義。 

 

六、結論與建議 



 

3.護理上的應用： 

   (1)臨床方面 

    (2)研究方面：臨床研究、學術研究 

    (3)行政方面：臨床行政、社區、國家政策 

    (4)教育方面：對學生、護理人員、病患等 

 

       

六、結論與建議 



結論範例 

• 1.  護理學系學生主修二門課程前後兩次在教學、管理、    

         研究、自我專業成長能力及總護理能力之得分（3.59、 

         3.76：3.40、3.64：3.17、3.49；3.62、3.78；3.51、 

         3.67）上，均有顯著差異；在照顧及溝通能力，並無 

         顯著差異。 

     2.  研究結果有助瞭解護理學系學生護理能力的優缺點，   

          更深入瞭解護理學系所安排的教學課程與護理能力之 

          關係，也可作為護理學系改善未來行政、教學、臨床 

          及服務的參考。 



六、結論與建議 

• 建   議： 

1.對臨床的建議 

2.對行政的建議 

3.對教學的建議 

4.對研究的建議 

 



                 七、限制與致謝 

• 研究限制： 

    應說明研究時間、人力、金錢及研究方法上的限  

    制，說明日後可以改善的方法或進一步探究的內
容。 

 



• 致    謝： 

    研究所涉獵相關的人、事、物，有許多資源的幫
助。因此提出幫助的人時，須注意勿直接寫出所
致謝的姓名，除非經本人同意，方可寫下。 

    若研究是在單位進行的，需特別小心是否  

    因文章的發表而影響單位的困擾。 

    例如：未婚媽媽之家。 

 

              七、限制與致謝 



八、問題與討論 

1.研究目的與結果相契合嗎? 

2.圖、表與文字如何適切運用以呈現研究結果? 

3.結果與討論有何不同? 

4.討論與結論有何不同? 

5.研究限制有那些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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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課後作業 

1.閱讀一篇文章比較目的與結果 

2.討論文章中的結果，含圖表 

3.分析討論與結論有何不同? 

4.分析本文之研究限制 



十一、考題 

1.分析結果表達的方式 

2.分析結果與討論 

3.分析討論與結論有何不同? 

4.分析有何研究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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