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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line

★ 高中生寫小論文的心態定位

★ 高中生合適的小論文研究主題

★ 小論文的資料搜尋與文獻探討

★ 高中生小論文研究熱度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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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寫小論文的

心態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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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鼓勵我們寫

聽說升大學用得到

學長姐說很重要

累積學習歷程
同學揪我寫

我也想得獎
好像別人都有寫

聽人家說至少要寫一篇

要交期末(寒、暑假)作業

沒寫過，想試試看



讓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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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考試的能力 面對未來的能力



PISA
給我們的訊息

PISA到底是什麼？(親子天下，2012)
2015年我國的表現(聯合新聞網，2016)
PISA 2018調查公布 台生閱讀素養全球17名(蘋果新聞網，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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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arenting.com.tw/article/5033385-PISA%E5%88%B0%E5%BA%95%E6%98%AF%E4%BB%80%E9%BA%BC%EF%BC%9F/
https://udn.com/news/story/6886/2152850
https://tw.appledaily.com/life/20191203/DAO5Z3F77AI6VR2CR7JT35R4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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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賓靜蓀(2012)
PISA到底是什麼？  
親子天下35期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659-%E6%80%9D%E8%80%83%E3%80%81%E6%8F%90%E5%95%8F%E3%80%81%E8%A1%A8%E9%81%94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659-%E6%80%9D%E8%80%83%E3%80%81%E6%8F%90%E5%95%8F%E3%80%81%E8%A1%A8%E9%8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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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賓靜蓀(2012)
PISA到底是什麼？  
親子天下35期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659-%E6%80%9D%E8%80%83%E3%80%81%E6%8F%90%E5%95%8F%E3%80%81%E8%A1%A8%E9%81%94
https://www.parenting.com.tw/magazine/659-%E6%80%9D%E8%80%83%E3%80%81%E6%8F%90%E5%95%8F%E3%80%81%E8%A1%A8%E9%81%94


這是個沒有標準答案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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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事情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學習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

而且答案都是對的。

-- 褚士瑩，2011        
 



目標--

成為業餘(amateur)研究者

➢ 不專業、沒受過職業訓練、外行

➢ 純粹是某一領域的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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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文是研究過程的記錄

不是為了寫小論文而研究…

重點在過程與結果
合不合理、合不合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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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合適的

小論文研究主題



先知道什麼是不適合的主題

➢ 包山包海

➢ 難以比較

➢ 意見紛雜

➢ 淺談／介紹……(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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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觀上…

有興趣！有探究問題的熱情！

➢ 有想要解決問題的動機

➢ 能享受探究的過程

➢ 渴望跟大家分享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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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上…

合理 ‧ 可行 ‧ 有貢獻

➢ 範圍明確：勿「包山包海」

➢ 小題大作：有焦點、目標問題清楚

➢ 言之有據：客觀論述，避免「我覺得…」
➢ 研究結果「有獨特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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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找疑問：

觀察…
閱讀…

再問自己：

誰會需要

我的研究？



疑問無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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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興趣、嗜好

➢ 閱覽（書籍、電影、表演、展覽…）
➢ 學校課程學習

➢ 生活中舊事物、經驗

➢ 似是而非的現象、迷思

➢ 時事、風潮

研究動機



發現→討論→轉化→主題

★ 全民瘋Pokemon Go
○ 使用者對於擴增實境遊戲選擇因素之探究

－以南投地區高中生為例 (資訊類)

★ 學校每周二天延後上學時間
○ 高中生睡眠與學業成績的關係(健康與護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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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討論→轉化→主題

★ 家中老人有白內障問題

○ 眼睛也有「少年白」 (健康與護理類)

★ 同學不打流感疫苗

○ 高中生對流感疫苗的認知及接受度探究

－以國立中興高中為例  (健康與護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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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論文的

資料搜尋與文獻探討



國資圖：公共圖書館數位資源入口網

★ 電子資料庫：
○ 科學人雜誌知識庫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CEPS中文電子期刊服務(華藝線上圖書館)
○ Google Books

★ 電子書服務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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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VS.  Google學術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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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級資料的使用評估 

➢ 用「Ctrl + F」
在資料中搜尋關鍵字，
進行閱讀、評估

➢ 注意「網路資料」來源：
勿用「內容農場」資料！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5%A7%E5%AE%B9%E8%BE%B2%E5%A0%B4


次級資料：找、讀、評、摘  

➢ 不斷地找資料(持續整個研究過程)

➢ 閱讀--討論、評估(捨／留)

➢ 捨-->找個角落放起來(別急著刪)

➢ 留-->討論有用的部份-->節錄、摘要

-->用於「文獻探討」



評估有用 →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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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探討

➢ 研究開始之前--
摘要、統整、分析前人的相關研究

➢ 定義問題--
「何謂……」、「…與…的關係」

➢ 發現自己研究的定位--
避免多此一舉、重蹈前人的錯誤



從前人研究的「文獻探討」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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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曾柏齡(2016)



高中生小論文

研究熱度的延續



網路非同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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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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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感的期待…



學術期刊文章
　　引用高中生研究小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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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學生
成長自我

Any Questions?
waleyma@mail.chsh.ntct.edu.tw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