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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 

第一週 課程介紹 

第二週 

質性研究之意義與類型 

質性研究之派典 

質性研究之倫理與文化議題 

第三週 
質性研究參與者之選取方法 

質性研究蒐集資料之方法 

第四週 論文寫作引用格式 

第五週 文獻資料蒐集（實作與分享） 

第六週 質性研究資料分析之內涵（二） 

第七週 俗民方法學之意涵與實施（一） 

第八週 
俗民方法學之意涵與實施（二） 

文獻導讀與評析 

第九週 現象學和詮釋學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一） 

第十週 
現象學和詮釋學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二） 

文獻導讀與評析 

第十一週 敘事探究之意涵與實施（一） 

第十二週 
敘事探究之意涵與實施（二） 

文獻導讀與評析 

第十三週 行動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一） 

第十四週 
行動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二） 

文獻導讀與評析 

第十五週 個案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一） 

第十六週 
個案研究之意涵與實施（二） 

文獻導讀與評析 

第十七週 期末報告（一）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二） 

 



學期評量： 

1、 導讀（30％）  

 由一個小組帶領同學閱讀並討論指定之文獻，並協助同學整

理文獻中的內容，並設計互動式活動進行導讀，幫助同學

理解文獻的內容。 

 每週提前於平台上上傳相關導讀問題，每篇至少三題。導讀

時間約 1.5-2個小時。  

2、讀書札記（10％） 於平台上回答一題導讀問題。 

3、文獻資料蒐集（10％） 選定一個研究問題，找出與其相關之： 

 中英文期刊研究論文各一篇 

 中英文博士論文各一篇 

 中、英文書籍各一本。 

 紙本報告內容需依據 APA格式列出六筆相關參考文獻，並說

明資料搜尋技巧（如使用的關鍵字、使用的資料庫或是其

它方法） 

 根據上述資料整理出與你所選研究主題相關之結果為何，並

將所參考之期刊、論文之摘要頁列印出。內容以兩頁為限。  

4、質性研究設計與執行（50％） 此項作業旨在協助同學練習質性研

究設計與執行的相關技巧，請同學們於學期中前確定可以進行觀察的

場域以及可接受訪談之對象，並擬定可行的研究目的與問題 

 觀察報告 1份（至少三頁）： 請進行一次的實地觀察（至少

30分鐘）。內容包括：觀察日期、時間、地點、人物、觀察

摘要以及重要觀察事件之描述  

 訪談大綱（兩頁）： 請依據你的研究目的、觀察現象與文獻

資料，擬定訪談大綱 

 訪談報告（至少三頁）： 請進行一次約 90-120分鐘訪談並撰

寫報告。內容包括：觀察日期、時間、地點、受訪者簡介、

訪談內容摘要以及重要訪談內容之轉譯稿  

 資料分析與編碼： 依據訪談以及觀察資料進行資料分析與編

碼。 

 研究結果報告（至少三頁）： 描述的研究結果與發現 

 

 

 



課程指定用書： 

畢恆達（2010）。教授為什麼沒告訴我。台北：小畢空間 。 

潘慧玲（2004）。教育論文格式。台北：雙葉。 

鈕文英（2014）。質性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雙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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