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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禎＊

在過去二十年來，個人主持過將近五十個國科會研究計畫。和多數人一

樣，在申請計畫的過程中，我也有過失敗的經驗。回想起來，那幾次的申請

經驗對我後來無論在研究或是計畫的申請方面都有很大的幫助。因此，首先

要勉勵年輕學者在研究方面或申請計畫的過程中，不要為了一些挫折而灰

心；最重要的，要由這些經驗中探討精進個人研究能力及改善計畫品質的方

法。

國科會主要的任務是幫助國內學者進行前瞻的研究，並培養有潛力的年

輕學者，以提昇國家的整體科學研究水準及產出。而要證明研究成果的價值

及個人的研究能力與潛力，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具影

響力的學術期刊；其次是在技術成熟之後移轉給業界。然而，由於業界必須

考量短期內帶來的經濟效益，而這樣的思維有時候與前瞻的研究是有衝突

的；因此，很多好的研究成果往往未能立即被業界所接受。換言之，現階段

展現個人研究能力與成果的各種方式中，還是以在優良學術期刊發表論文為

主。

在國科會計畫的審查項目中，主持人過去的研究成果，尤其是期刊論文

的發表狀況，佔有一定程度的分數比率。這樣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國

科會計畫就是要支持研究，而將經費補助給過去研究表現較好的學者，將來

獲得好成果的機會也相對地較高。然而，對於剛開始申請計畫的年輕學者而

言，可能在研究成果方面都還不是很豐碩，無法立即作為評判個人研究能力

的依據；因此，研究態度及計畫書的品質就成為另一個重要的研究能力指標。

# 作者擔任人文處 「教育類」 三位新進學者之薪傳學者，並已於 2010年 4月 30日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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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態度的部分，最忌諱抱著速成的心態，想要跨入一個新的領域。

我有時候在演講中提到一些研究的成果，包括系統的開發、實驗的發現及論

文的發表成果；常常有年輕學者表示有興趣參與我的研究。然而，等到我拿

出相關的論文或書藉要他們先研讀的時候，這些年輕學者通常會找出各種理

由 「消失」。要從事一個新的研究，本來就沒有捷徑，基本的功夫永遠無法省
略。還有一些年輕學者來問一些研究上的問題，可是等我提出一些建議或不

同的看法時，有時會聽到 「但是」、「可是」 等防衛的語言；最後我終於瞭解，
很多人是來聽讚美的，而不是批評。

有一次和蔡今中教授透過電話討論一篇我剛寫好的論文；蔡教授是一位

對於研究水準要求很高的學者，他在電話中很直接地點出那篇論文的問題。

剛好有一位年輕的學者來找蔡教授，在旁邊聽他把電話講完。那位年輕學者

後來很好奇的問他：「您剛才是在教訓博士生嗎？」 當蔡教授回答 「剛才電話
中的那個人是黃國禎院長」 的時候，那位年輕學者非常驚訝地說：「沒想到這
麼資深的學者會願意接受這麼嚴厲的批評」。其實這一點都不用驚訝，因為我

的研究就是在接受批評與指導的過程中成長的。對我來說，別人對我的研究

所提出的意見是何等的寶貴，我高興都來不及。總而言之，只有願意付出努

力並接受不同意見的人，研究才會進步的。如果基本的研究能力都沒有培養

好，又怎麼要求國家拿出經費來補助自己的研究。

在申請國科會計畫時，申請人的研究態度通常會表現在計畫書的內容及

撰寫方式中。通常不佳的研究態度可以由計畫書的幾個面向來看，包括參考

文獻的整理及引用不完整或品質不佳、忽略計畫徵求重點、計畫書格式與要

求不符或編排零亂，以及研究設計不完整等。以下將針對這些問題舉例說 

明：

1. 參考文獻的整理與引用品質不佳：從過去審查碩博士論文及國科會計畫的
經驗發現，文獻回顧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同時，也是最容易看出

一個人研究態度及研究企圖心的地方。有很多年輕學者可能在撰寫碩博士

論文時就養成 「湊引用文獻數量」 的習慣，誤以為參考文獻只是表現研究
成果過程中的一個形式。殊不知不良的文獻回顧，正好反映出一個人不良

的研究習慣與品質要求；例如引用錯誤、忽略近期的文獻 （只引用老舊的
文獻）、直接複製他人文章中的內容 （尤其是圖表）、大量引用不可靠或不
嚴謹的資料來源 （網頁內容、沒有嚴格審查制度的研討會及期刊），引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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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不正確等。我常常會建議所輔導的年輕學者，平常就要養成閱讀高品質

論文的習慣，例如發表在具有嚴格審查制度及影響力的 SSCI/SCI/TSSCI期
刊論文，並且在整理相關文獻時要兼顧早期及近期的文章。

2. 忽略計畫徵求重點：在審查計畫時也常常看到計畫內容不符合徵求重點的
情形。以年輕學者的計畫來看，大部分不是主題不符，而是沒有認真閱讀

計畫徵求重點中 「對計畫內容的要求」。以科教處的資訊教育學門為例，在
徵求書中可能要求說明教育理論、應用的學科、實驗設計的內容及分析資

料的方法，但是很多新進學者花了很大的篇幅介紹所用的資訊技術，對於

徵求書中要求的內容卻完全忽略。由這一點可以看出申請人在準備計畫書

過程的草率，這樣的計畫當然不容易通過。

3. 計畫的格式與編排：從計畫的撰寫風格也可以看出申請人的態度是否嚴
謹，還是只是來 「試試水溫、碰碰運氣」。其實格式並不是很重要，但是太
過離譜的格式不只增加審查的困難，也讓人懷疑申請人執行計畫的誠意，

甚至計畫執行的必要性。例如有人將已經發表的論文 （或是學生的碩博士
論文） 直接複製到計畫中，連格式都沒有修改，也未說明後續要做什麼研
究，或是計畫中要做的與已經發表的有何不同；這樣的態度，會讓審查委

員懷疑計畫執行的必要性，以及計畫的申請是否只是為了經費。

4. 研究設計不完整：任何好的研究，通常包含新的創意 （可能是要探討的問
題或新的系統功能） 與實證分析。常常有年輕學者問我，如果計畫書寫得
太詳細，審查委員會不會覺得計畫已經做完了，因此不需要補助。其實詳

細的計畫書和研究成果的內容是不一樣的；一個詳實的計畫書，應該要包

括研究的重要性、動機、帶來的貢獻、問題的描述、可能的解決辦法、實

驗及分析的方式，以及預期的成果 （例如可能的完成的系統、可能發展出
的學理、可能的應用及學術發表）。只有詳實的計畫，才看得出是否具有 

「可行性」；太抽象或太簡略的說明，並無法讓審查委員瞭解計畫的可行

性，更無法決定經費的投入是否合宜。

我個人也是在摸索中慢慢瞭解做研究及申請計畫應該有的方法及態度；

以上提到的一些問題其實我本身也曾經犯過。在此希望透過這些經驗的分享

提供有志於研究的年輕學者一些有用的建議：

1. 找出心目中的學者典範：
 在每一個研究領域，都有一些可以作為我們個人典範的學者。例如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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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科學教育方面，蔡今中教授被許多年輕學者列為他們個人的典範。

我個人從二十年前開始任教至今，也有心中的學術典範：我的指導教授曾

憲雄副校長一直是我學習的對象。這些年來從曾教授帶領計畫的過程學會

了很多重要的觀念，因而用益良多，例如 「要同時具備創意及實務，以提
升計畫的價值」、「要進行跨領域的合作，以強化計畫的專業品質」、「要定

期召開工作會議，以掌控計畫的執行」 等。有了典範，等於有了學習的目
標，才不至於找不到方向。

2. 嘗試參與資深學者的計畫或研究，增加個人的計畫經驗：
 我們在很多場合都有機會接觸到資深學者，例如論文口試、計畫審查會
議、學術研討會等活動。這些都是與資深學者建立合作關係的良好機會。

在多年前曾經參加一些計畫的審查，就有一些年輕學者藉著那些機會請教

我一些研究方面的問題，並主動告訴我他們的專長。後來在申請國科會計

畫時，剛好有那方面專長的需要，於是我邀請他們來參與計畫；等到他們

完整地瞭解研究趨勢與執行計畫的方法，自然會有屬於自己的計畫與成

果。因此，在此鼓勵年輕學者，在嘗試申請研究計畫的同時，最好也試著

參與一些資深學者的計畫，多學一些經驗。

3. 參與國科會或學門舉辦的各項活動及學術研討會：
 可能有人會認為，國科會的活動或是學術研討會只不過提供一種社交或公
關的場合；其實這些場合都是最好的學習機會。由過去的經驗發現，很多

人對於學術活動的參與都是抱著 「應付」 的態度；例如國科會的成果發表
會，很多人都只是去應付 「點名」，而不是去觀摩與學習，這是很可惜的一
件事。在審查計畫時，有時候由計畫書的內容，就可以看出部分申請人完

全沒有參加過國科會的成果發表會或是各種學術研討會，因為他們對於學

術研究的基本自我要求與現階段研究的趨勢都不瞭解。我很喜歡帶著碩博

士生參加學術活動，特別是國科會的成果發表會，因為那些計畫都是經過

嚴格審查後才通過執行的，代表計畫主持人的研究能力及計畫內容的創新

性及可行性都受到肯定。藉由這樣的觀摩與學習過程，可以讓準備踏入學

術圈的年輕人對研究與計畫申請有更正確且清楚的概念。

4. 由小規模的計畫開始，建立自己的研究績效：
 二十年前，我在申請第一個計畫時，曾抱著 「討價還價」 的心態，提了
一百多萬的經費，當然後來計畫並沒有通過。回想起來，那時候的心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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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趣的，以為經費多編一點，打個折至少會通過一部分吧！其實在審查

經費的過程中，對於計畫是否真正需要那麼多支出，以及主持人對於大規

模 （高經費） 計畫的執行能力都是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因此，當我們還不
是有很多執行計畫績效及研究成果時，建議由小型的計畫開始申請，慢慢

累積經驗及資歷。

5. 多請教資深的學者，重新當一個好學生：
 學術生涯的學習，其實是由學校畢業後才開始的。一個好的學者，往往是
學術生涯過程中的好學生。總結來說，上述的經驗分享都一再說明學習對

於年輕學者的重要性。可惜很多人當了教師之後，除了叫學生做事 （寫計
畫書、做計畫、寫論文、寫報告），自己就再也不學了。因此，要給年輕學

者一個建議：一個好的指導教授，是要帶著學生一起成長的；只有透過個

人專業素養的成長，才能提供學生專業的領導。

6. 扎實地培養個人的研究能力：
 最後，推薦一本蔡今中教授的暢銷書 《社會科學研究與論文寫作》；這本書
不只成為博客來的十大暢銷書，更於 2009年以簡體版進軍大陸市場，成為
兩岸最受矚目的學術書籍之一。我個人認為，這本書即使是對非社會科學

領域的學者，也能夠提供一個好的學術價值觀，對於剛開始學術生涯的年

輕學者更有著良好的指導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