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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體論(Ontology)

◼討論事物存在與本質

◼像極了愛情………

壹、前 言:從本體論到方法論

情人眼裡出西施(2001)



◼唯心論

強調世界是內在心靈認知的結果

◼唯物論

探討構成世界的物質基礎

第五元素(1997) 駭客任務(1999)



認識論(epistemology)

◼探討人如何認識事物、如何形成知識，以及各種知識對
世界的解釋

ex. 經驗主義（empiricism）

實證主義(positivism)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方法論(Methodology)

◼探討形成知識的方法，為何有效?何時有效?有什麼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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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化
(quantitative)

◼質化
(qualitative)

◼兩者的關係

貳、質性研究方法的哲學基礎

VS. 



◼ 經驗主義（empiricism）

◼ 知識乃藉由感覺經驗獲得，而非來自先驗的觀念

◼ 經由感受得到的經驗，經歸納或演譯乃成為知識

◼ 研究案例：族群聚落形成與變遷的現象

◼ 研究方法:檔案研究、歸納分析

幾種認識論下的研究及它們運用的方法



◼埔里盆地的自然地形

EX. 王志忠1990〈埔里盆地聚落演化的歷史考察〉



◼原住民族的居住分布



◼清治時期的漢人移入後
的土地利用



◼日治初期的城鎮型態



◼日治時期治理後的城鎮型態



◼ 實證主義（positivism）

◼ 與經驗主義同樣強調知識乃藉由感覺經驗獲得，
而非來自先驗的觀念

◼ 講求求證的方法

◼ 研究案例：

◼ 研究方法:檔案研究、比較分析



台灣番與社字作為地名的空間分布特性與意涵－地名作為歷史地理
研究的線索初探(黃雯娟，2008)



◼假設:所有社字、番字地名，都是平埔族群居住、
遷移過程中的社址所在地

◼方法: 1)收集所有社字、番字地名

2)收集平埔族群居住的社址

3)比較它們的空間關係





◼比較結果:

社址空間和番字地名符合
度低

◼得到結論:

假設錯誤

◼提出下一個新的假設:

番字地名可能和活動空間
(如獵場)有關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世界是由許多狀態構成的總體，每一
個狀態是一條眾多事物組成的鎖鍊，他
們處於確定的關係之中，這種關係舊事
這個狀態的結構”

◼結構不是實體，是一種隱藏在事物之後
的、支配的關係

◼研究案例：土地利用變遷和族群關係



◼關於清代原住民族地權流失的討論

早期學者:消極治理(漠視說)

劭式柏：清朝政府理性調控

施添福：國家剝削說



◼ 施雅軒：國家協助降低成本





1.埔里聚落型
態的變化

2.番字社字地
形和平埔族社
址的關係

3.清治時期國
家力量對山區
原住民的影響

主題方向 歷史地理

認識論基礎 經驗主義 實證主義 結構主義

研究
方法

資料收集 檔案研究

資料分析 歸納分析 比較分析 制度分析
土地經濟分析

三個研究案例的比較



◼ 文化是一個由各種文化要素整合的整體，它包含了人
工器物、技術過程、也包含了行為慣習和價值系統。

◼ 一切文化現象有其意義與功能。功能是為了滿足各種
生存與社會需求。

Bronislaw Malinowski(1931)

◼從民族誌之父(Malinowski)的研究談起

除了檔案之外，還有哪些取得資料的方法?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Bronislawmalinowski.jpg


1910s 於初步蘭群島的調查研究



人類學的田野(fieldwork)工作是什麼?

◼掌握在地人的觀點，明瞭在地人對自己世界的認識

◼掌握人與生活的關係

◼無論研究制度、風俗、律法……，只要缺乏想去感
覺這些人怎樣過活的主觀願望，缺乏想去明瞭他們
快樂本質的主觀願望，就錯過了我們希望從人的研
究上所要獲得的最大報償

（Malinowski 1995[1922]: 47-48）。



人類學的田野(fieldwork)工作是什麼?

部落生活當中每項活動都有三個層面的現象需要考察：

傳統習俗如何規範 (應該如何？)

實際被實踐出來的方式 (實際如何？)

以及當地人對此活動的評價 (當地人覺得如何？) 

（Malinowski 1995[1922]:44-45）



「五戒」：
1. 身體要健全。
2. 要有克服所有艱難地形的素養
3. 要有暴虎馮河，敢作敢為的決心
4. 要通曉該種人類之所有語言
5. 要有豐富的科學知識。

「踏查三原則」：
1.不論生病或其他事故，當日調查的事情，一定要當日整理。
2.為了達到科學調查的目標，調查要訣在於「注意周到」四個字。
3.以周到注意力調查之結果，應以周到之筆來記錄。

對田野工作的要求



◼是否忠實記錄與反映田野中的現象?

◼如何避免對田野造成侵擾和傷害?

此時田野倫理的關注

基本假設: 

田野是一個封閉、自我支持地的系統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

「觀察者」和「未察覺被觀察的被觀察者的關係」



Source of picture

http://www.dns.com.tw/blog/2008/10/seo_17.html

Source of picture

www.zhfs.gov.cn/.../200808/t20080827_59468.htm 

（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結構主義）

◼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
強調情境→注重詮釋

揭露關係→思考研究者的反身性（self-reflection）

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轉變



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一種實踐取向的研究方法

研究即實踐

研究過程即批判探索

研究者即 “熱情學術” 的探究者

夏林清（1996）



◼行動者、社會處境、行動研究

◼行動研究的目的 = 瞭解＋改變

◼行動研究的特性

研究者與參與者的合作

是一種解決實際問題的方法

以改變實際狀況為目標

理論與實踐來回循環的過程



進一步的田野倫理關注

◼是否忠實記錄與反映田野中的現象?

→得到資料的情境?研究者如何詮釋?

◼如何避免對田野造成侵擾和傷害?

→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關係?研究本身的價值?

誰來決定是否會造成傷害?



參、各種質性研究方法與工具

◼民族誌研究法(ethnographic research)

◼參與觀察法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深度訪談法 (in-depth interview)

◼焦點團體法 (focus group)



一、如何寫一個研究計畫？

◼閱讀！閱讀！閱讀！

◼設定閱讀的數量和進度

◼最新的期刊

◼使用電子資料庫

◼從書目找書目

1. 準備工作：

(1) 熟悉你所欲研究的領域

肆、論文研究計畫研擬到執行



◼尋找新的或不同的想法和靈感

◼避免重複別人已經做過的事情

(2) 跳出自己的領域



◼其中有什麼你可以學習的地方？

◼他的研究成果可否進一步的應用在什麼
地方？或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3) 留意你所閱讀的文獻的研究方法、

分析過程、研究動機、研究貢獻



◼什麼人引什麼文章？

◼別人對於某些文章的引用或詮釋，和你
對這些文章的瞭解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4) 留意你所閱讀的文獻的引註



◼書海無涯，回頭是岸

◼當你對你欲研究的領域有了瞭解，即開
始想你可以做什麼研究

(5) 不要卡住了！

(6) 看看你的前輩寫的研究計畫



（1）研究背景

（2）研究動機/目的

（3）文獻回顧

（4）研究問題

（5）研究方法

（6）研究流程與進度

（7）研究進度/經費預算

（8）預期成果/貢獻

（9）研究限制

（10）參考文獻

2. 研究計畫內容：

◼以上為建議應有的內容，但細節上並非只能一成不變



（1）組織有條理、邏輯連貫、前後呼應

（2）精簡而完整

（3）避免文法錯誤、語意不清

（4）送給你的指導教授前，可以先請有經

驗的同儕幫你看過，提供修改意見

3. 研究計畫寫作應注意基本事項：



（1）每一段落，都從概述進入到細節的說明

（2）每一段落的第一句話，最好就能夠概述

這一段要表達的內容

（3）段落和段落之間要有連貫性（前段的最

後一句和下一段的第一句，要有關連）

（4）避免一句話單獨成為一段落

（5）利用多元而有效率的呈現方式

（如：圖、表）

（6）每天都要寫一些東西出來

4. 研究計畫寫作的幾個原則：



（1）反覆使用同一單字和句型結構

（2）避免使用過度複雜的詞藻和文法

6. 研究計畫該有幾頁？

5. 研究計畫寫作應避免的錯誤：



二、如何寫一個好的摘要？

◼為什麼要寫摘要？

碩博士、論文的摘要、期刊論文的摘要、
投研討會的摘要

◼寫摘要的最重要原則

簡潔有力、言之有物（在三句內言明本
論文的目的）



◼摘要應包含的內容

目的

研究問題

研究方法與過程（若有田野，可說明田野地點、
田野時間）

成果

結論（研究成果之意義、價值、貢獻）

◼好的摘要應該多長？



（1）研究背景

（2）研究動機/目的

（3）文獻回顧

（4）研究問題

（5）研究方法

（6）研究流程與進度

（7）研究進度/經費預算

（8）預期成果/貢獻

（9）研究限制

（10）參考文獻

如何找到合適的文獻?

如何提出好的研究問題?

如何拆解主要研究問題?

如何找到對應之研究方法?

伍、關於論文寫作的幾點提醒



如何讀一篇論文？

(一)基本背景與方向
1)研究主題、2)研究目的與動機、3)文獻理論回顧（回顧了哪些理論、這些理論的概念對於本
研究的影響）、4)研究問題、5)研究方法、6）研究案例的背景與範圍（人群、地方、時間）

(二)論文結構
1）整體章節安排的方式、2）章節安排是否合理並和理論概念相互呼應、3）研究結論是什麼
？它是否適當的回答了研究問題？

(三)論文內容
1）每個章節內的分析是否善加運用了理論回顧的概念，推論是否嚴謹而符合邏輯、2）資料
收集與鋪陳的完整性、3）引用了哪些重要的文獻，及其恰當性、4）用字遣詞的通順程度

(四)心得感想以及衍生提問



引註格式

◼引用概念

◼引用文字:三行以內、三行以上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引用文獻格
式允許下列二種方式

引註原則

◼ 編號(Notes-Bibliography System)格式，多用
於文學、歷史和藝術學科。

◼ 作者-日期(Author-Date System)格式，多用於

物理、自然和社會學科。

如何做好引註？



簡要範例
（資料來源：
http://elearning.lib.ntu.edu.tw/citation/pdf/chicago_a.pdf）：













關於中文書目的格式要求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報》引用書目格式與舉例





例如：







◼ 台大《考古人類學刊》引用書目格式與舉例









注意事項：

◼查閱Chicago Manual of Style

https://www.chicagomanualofstyle.org/home.htm

l(紙本圖書館借得到）

◼自己學校/系上出版之碩博士論文格式範例

◼各學術期刊之格式要求

◼養成良好之寫作習慣



陸、結語:真的是像極了愛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