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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目 標  

 

‧了解摘要撰寫目的及格式 

‧分析摘要撰寫內容與重點 

‧針對摘要內容討論及分析優點與缺點  

‧說出摘要撰寫常見之問題 



教學大綱 

 
一、摘要的重要性 

二、字數與格式 

三、摘要內容 

四、摘要撰寫常見之問題 

五、結        論 

 

 

 



教學大綱 

  

六、問題與討論 

七、參考資料 

八、課後作業 

九、考       題 

 

 

 



 

前  言 

 
摘要是一篇文章的精華及縮影 

可由小看大 

由小架構看出整個研究計畫的架構組織 

是否有系統、有組織、合邏輯  



   摘要是影響論文是否受人青睞 

   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摘要是整個文章內容的概要。 

 

 

一、摘要的重要性 



   摘要是否包括全文重點、 

   是否與研究題目相符合。 

   學會撰寫及評論摘要， 

   將有助讀者看整篇研究報告時資料的整理， 

   尤其對文獻查證整理有極大幫助。 

 

一、摘要的重要性 



二、字數與格式 

字數 

    中文字數 

    英文字數 

格式 

    中文摘要 

    英文摘要 



中文摘要 

 

   一般中文摘要字數限制在200～500字不等，
主要是依所投稿雜誌的要求 

   及申請補助研究經費之機構的要求 

   而有不同標準。  



英文摘要 

   APA第三版規定實徵性英文研究摘要 

   以不超過150字為限， 

   第四版以100～120字為限； 

   理論性或評論性文章摘要則第三版、四版
均限制以75～100字敘述。 

   第五版以100～150字為限。 

 



三、摘要內容 

   摘要內容至少應包含研究目的、方法及結果。 

   如字數在規定的範圍中尚有空間可寫， 

   則可另加研究的重要性、結論與建議、 

   研究貢獻。 



摘要內容 

1. 在開宗明義時可將研究的重要性畫龍點睛  

      的指出，為何要做此研究，此研究之特別  

      性、重要性及與眾不同的地方在那裡，研 

      究動機為何。 

2.   應具體列出研究目的。 



摘要內容 

3. 寫出研究方法:   
      包括研究樣本、時間、材料（工具、儀器）、 

      研究設計、資料收集步驟、 

      信度與效度及資料整理與分析， 

      如限於篇幅，只要提綱挈領把最重要的方法點出即可 

      結果應配合研究目的，具体量化列出最重要的結果。 

 



摘要內容 

    APA第五版在提到實徵性研究摘要內容應
包含五大部分： 

 

   1. 研究問題 

   2. 研究樣本：最好能把特性，如樣本數、 

       類型、年齡、性別及種類列出。 

    



摘要內容 

 

   3. 實驗方法：含設備、收集資料程序、 

       試驗名稱及方法。 

   4. 結果：應包含統計上有意義的資料。 

   5. 結論或應用。 



四、摘要常見的問題 

1. 摘要開端無法引人興趣 

2. 摘要未與題目、目的及結果相契合 

3. 研究方法未列出重點 

4. 研究結果無量化與具體化  

5. 結尾不夠份量，有未完成之感 



1、摘要開端無法引人興趣 

   如果摘要撰寫無法提起讀者興趣、無創意、 

   無法提供新的知識、方法、技能 

   或無實用價值，可能就無法引起審查人之青睞， 

   因而犧牲了一篇好的研究。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開宗必須明義，一開始一定要寫出 

       重要性、動機或研究主要目的。 



2、摘要未與題目、目的及結果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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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方法未列出重點 

有些摘要在研究方法上提到調查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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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是鉅細靡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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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方法未列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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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研究方法未列出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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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結果無量化與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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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研究結果無量化與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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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顯著差異。 

     如此才具量化及具體化。 

 



5、結尾不夠份量，有未完成之感  

   結尾應敘述清楚、具體、點出重點， 

   如因限於篇幅，全文摘要只能在100～500字內， 

   無法詳述，但可在結果之後， 

   以一、二句點出此研究對國家、人群、社會 

   及單位有何意義及重大貢獻， 

   才能使全文由最初的重要性， 

   經研究後有何特殊貢獻道出重要成果， 

   全文才有連貫性、通暢的感覺。 



良好摘要的因素： 

「精確(accurate)」 

「完備(self-contained)」 

「簡潔明確(concise and specific)」 

「非評論性(no evaluative)」 

「連貫性(coherent)」 

「易讀性(readable)」 

五、結    論 



六、問題與討論 

1. 看一篇研究報告後，試寫摘要，並與其原   

    來摘要做比較，以分析二篇摘要之優缺  

    點。 

2. 由同一篇文章中詳讀中英文摘要，並討論 

    其異同點及優缺點。 

3. 列出摘要評值方法。 

4. 以摘要評值方法評值五篇研究報告摘要，  

    且給予評分，並討論結果。 

5. 評論以下範例摘要的優缺點。 



穴位指壓對緩解原發性經痛成效之探討 
 

            本研究目的在探討血海穴及三陰交穴位指壓對緩解原發性經痛程度、
生理反應的影響。採實驗設計法，方便取樣方式，對象是東部某技術學院
有經痛病史，無繼發性經痛史之女學生。有效樣本共60位，採隨機分配，
實驗組和控制組各30位。實驗組接受熱敷30分鐘同時穴位指壓10分鐘，
控制組僅給予熱敷。研究工具為疼痛視覺類比量表、血壓計、生理監測儀。
統計方法以SPSS 10.0軟體進行量性分析。結果顯示：實驗組與控制組在
後測1及後測2均能顯著降低疼痛（p＜.05）：生理指壓於收縮壓、脈搏、
及皮膚溫度在後測1達顯著之差異（p＜.05）。本研究結果可提供經痛自
我保健之參考，並可將熱敷結合穴位指壓進入臨床實務，以緩解疼痛。 

        

             關鍵字：穴位指壓、原發性經痛 



多媒體影音光碟衛教介入對婦女行子宮切除手術醫療決策之成效 

 

            本研究目的在瞭解多媒體影音光碟介入對婦女行子宮切除手術醫療決
策之成效，採橫斷式研究方法，立意取樣，以東部某兩家醫院與東北部某
醫院病患為樣本，共收有效問卷100份，利用結構式問卷及深入訪談進行研
究。資料處理以SPSS 10.0軟體，採用描述性與推論性統計分析。研究結果
顯示多媒體影音光碟介入前後研究對象醫療決策比較，實驗組前測對後測
呈顯著差異（t=2.30,p=.00），對照組前測對後測未呈顯著差異
（t=1.32,p=0.53）。研究對象的教育程度、婚姻狀況、是否為更年期、疾
病診斷、生產次數為醫療決策的重要預測因子，共可解釋總變異量達56.2

％，研究結果可進一步提供婦女相關自我保健知識及醫療自主權，協助婦
女自我照顧，促進其生活品質。 

        

             關鍵字：多媒體影音光碟、子宮切除、醫療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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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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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比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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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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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課後作業 

1. 請說出摘要的重要性 

2. 請列出摘要應包含的內容 

3. 試寫一篇摘要 



九、考   題 

1. 至少寫出二點摘要的重要性 

2. 至少寫出四項摘要應包含之內容 



敬 請 指 教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