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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欄短⽂ 

指導教授看過來—論學位論⽂指導教授之責任 

在臺灣攻讀碩博⼠學位的學⽣，根據學位授予法（2018）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
都需要寫學位論⽂，並提出論⽂，經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才可以畢業，授予各該
學位。僅有少數領域，如藝術類、應⽤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碩博⼠班的研究⽣，其論
⽂可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所以撰寫學位論⽂，是絕⼤
部分研究⽣畢業與取得學位的基本要求，得藉其學位論⽂以展現⾃⼰研究⼼得的學習
成果。⽽其中，論⽂指導教授如何引領與協助研究⽣完成畢業論⽂，是學⽣能否通過
此項嚴格考驗的重⼤因素。的確，指導教授可說是研究⽣修讀碩博⼠學位⽣涯中最重
要的⼈之⼀，對於能否完成學位占有關鍵地位，其研究⼼得學習成果的品質良寙，對
於學⽣未來的職涯發展，也可能會有重⼤的影響。 

然⽽，學⽣學位論⽂若發⽣違反學術倫理的情事，例如有資料造假、變造、未適
當引註⽽抄襲他⼈作品，或是找⼈代寫等，其指導教授有沒有責任呢？如果有，是什
麼樣的相應之責？以及，如何確保學⽣學位論⽂中的研究誠信？本期電⼦報，我們就
從世界學術倫理相關規範與臺灣的相關規範談起，來探討指導教授所負監督責任在實
務上存在的若⼲疑慮之處，以及指導教授如何做，⽅得以確保學位論⽂的研究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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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歐洲研究誠信守則（The European Code of Conduct for Research 
Integrity; ALLEA, 2017）中也提及數個良好的研究⾏為情境，其中之⼀為資深研究者
（senior researchers）、研究領導者（research leaders）與監督者（supervisors）應
該指導其研究團隊成員，提供具體的指引與訓練，使成員能遵循並具備研究誠信，
得以適切地去設計、發展、組織他們的研究活動。 

澳洲的負責任研究⾏為守則（Australian Code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ustralia, 2018a）列出研究者的責任，其中⼀條就是對其他研
究者或受指導之學員，提供有關負責任研究⾏為的指引與指導，並進⾏適切的監督。
如果沒有負起責任，則可視為違規⾏為（breaches），可被調查與處理（Guide to 
Managing and Investigating Potential Breaches of the Australian Code for the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Universities Australia, 2018b）。 

 綜合上述，資深研究者對新進者的適切指導與帶領，是負責任的學術研究⾏為重
要的⼀環，需要所有從事學術研究的學者實踐履⾏，才能為⼈類繼續累積學術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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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學術倫理之相關規範 

美國衛服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研究誠信辦公室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n.d.）在討論何謂「負責任的研究⾏為」（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RCR ） 時 ， 相 當 重 視 指 導 者 — 被 指 導 者 彼 此 間 的 關 係
（mentor-trainee relationship），強調其基礎在於：1. 雙⽅對彼此責任的清楚認
知；2. 師⽣均承諾並維護有效率、⽀持性的研究環境；3. 指導者適當的指導與審
視，以及 4. 理解此關係的⽬的是讓被指導者未來成為⼀個成功的研究者。所以，指
導者（如指導教授）在接受新的被指導者（如碩博⼠班學⽣、博⼠後研究員）之前，
應先仔細考量⾃⼰的責任與承諾；同樣的，被指導者在加⼊某實驗室、研究團隊前，
也應清楚他們對指導者應負起的責任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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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臺灣研究誠信守則（2020）提及：研究誠信是為了引導研究⼈員及研究機構追
求⾼品質的研究成果，從⽽增進研究的價值與效益，以達到卓越學術研究的⽬標
（⾴ 3）。研究機構（如⼤學）的責任，在於培養與⽀持負責任的研究⽂化，其中可
採取的作為包括：研究機構應⿎勵有效的學位論⽂指導⽅法（⾴ 12）。然⽽，該⽂
件只有原則性的指⽰，並沒有具體說明何謂有效作為。 

教育部是我國⾼等教育的最⾼監理機關，除了主管授予學⽣學位、教師資格認
定、挹注計畫經費與獎補助外，也負責學術倫理政策的制定與落實。本篇以學⽣學位
論⽂為例，根據教育部歷年來相關的函釋與規範，對於教授進⾏學位論⽂指導⼄
節，明⽰各⼤學應課予指導教授「強化論⽂指導」之責任： 

1. ⺠國 104 年 3 ⽉ 30 ⽇臺教⾼（⼆）字第 1040037794 號函釋說明四（⼆）：「建
⽴嚴謹之學位論⽂審查機制及強化教師對於學⽣論⽂把關之責任：為提升學⽣
學位論⽂之品質，學校除應積極建⽴學位論⽂審查機制外，對於教師進⾏學位
論⽂指導、審核與報告評分之課責亦應有積極作為，以強化教師確實⽤⼼督導學
⽣論⽂品質之責任。」 

2. ⺠國 104 年 11 ⽉ 4 ⽇臺教⾼通字第 1040143687 號函釋說明⼆（⼆）之 2：「教
師課責部分，除指導教授定期督導學⽣、會⾯討論及觀念宣導，建請學校積極訂
定相關辦法，規範指導教授於學⽣學位論⽂違反學術倫理時負相應連帶責任，
以嚴格把關學位論⽂品質。」 

3. 教育部於⺠國 106 年 5 ⽉ 31 ⽇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第四
點第三項規定略以，學位論⽂違反學術倫理，經查證屬實時，指導教授對其指
導學⽣所發表之學位論⽂，應負監督不周責任。 



第 8 期 2022 年 5 ⽉號 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報 

 

  

 

 

 

 

 

 

 

 

 

 

 

 

 

 

 

 

 

 

 

4. ⺠國 109 年 8 ⽉ 19 ⽇臺教⾼通字第 1090112935 號函釋說明⼆（四）：「學位
論⽂指導教授及所屬系所應予課責：指導教授因須定期與學⽣會⾯討論並觀念
指導，⼀旦學位論⽂有專業領域不符或違反學術倫理時，指導教授應負相應責
任，所屬系所亦應檢討改進品保機制。如指導教授或所屬系所未妥為處理或不
作為，經本部通知學校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將命該系所停招、減招或禁
⽌該系所運⽤本部核予學校之獎補助款。」 

從前述教育部相關函釋或規範來看，指導教授對於其指導之碩⼠⽣、博⼠⽣應
負監督責任，其中重⼤功能之⼀，為確保學⽣學位論⽂的品質；⼀般作法為：由學
校制定學位論⽂審查機制，指導教授應定期督導學⽣、會⾯討論及宣導學術倫理觀
念並遵循之。如果學⽣學位論⽂違反學術倫理，不僅指導教授需負相應之監督不周
責任，學校或系所也都應檢討改進其所屬學⽣論⽂品質的把關機制。最後，如果違
反學術倫理情事⼀再發⽣，⽽學校或系所也不積極、不改進的話，教育部會在其權
責範圍內對學校（系所）依法施以相應的處分。 

三、關於指導教授對學位論⽂應負之監督責任與實務⾯之疑慮 

教育部針對所謂的「指導責任」，或「監督不周」之責，乃⾄於是否須有相應處
分，在相關函釋或規範上，並沒有進⼀步的解釋，可能因⽽導致不同學術領域的各
⾃解讀。我們或可從不同的⾯向，來做進⼀步探討。 

⾸先我們可從管理⾯來討論，也就是，除了學術傳承外，為何指導教授要負監
督之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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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許多⼤學都將教授指導學位論⽂視為⼯作負荷的⼀部分： 

以國⽴陽明交通⼤學為例，每指導⼀位碩⼠⽣可計為相當於 0.5 個課程鐘點數之⼯
作負荷，每指導⼀位博⼠⽣計 1 鐘點數之⼯作負荷，合計在不超過 3 個課程鐘點
數的範圍內，指導教授可以按其教師等級減授當學期所需之鐘點數（每學期最低
授課鐘點數：教授為 8 ⼩時、副教授與助理教授為 9 ⼩時）。由此觀之，指導學位
論⽂，既然視為指導教授⼯作職責之⼀部分時，指導教授進⾏學位論⽂指導、審核
與評分等過程，⾃應有積極認真的作為。 

2. 多數指導教授領碩博⼠論⽂指導費，學位論⽂之指導亦算作教師研究績效之⼀： 

指導教授既然領論⽂指導費，⾦額雖各校不⼀，其為有償⾏為之⼀，對所指導學
⽣之學位論⽂品質，⾃應⽤⼼督導與把關。但這並⾮表⽰：在沒有提供論⽂指導費
的學校，指導教授就可以不必認真指導，也不⽤負任何責任；畢竟指導學位論
⽂，無論有償或是無償，皆是⼤學教授三⼤職責（教學、研究、服務）之⼀，也常
常算是教授本⾝的研究績效之⼀；指導教授沒有任何理由可以空⾔辯稱：⾃⼰只
是掛名，⽽無庸負責。 

3. 師⽣共同列名於所指導學⽣學位論⽂之⽂本中，且登錄於相關電⼦資料庫： 

不論教授只是觀念指導或是實際參與執⾏或寫作，由於師⽣共同列名於所指導學
⽣學位論⽂之⽂本上，指導教授可不可以因之被視為此學位論⽂的共同作者，學
界都還在討論中；但是縱使如此，不能否認，師⽣都名列同⼀本論⽂上，也都被
登載在電⼦資料庫中（如臺灣博碩⼠論⽂知識加值系統）。近年來，教育部已定調
學術著作共同作者應「共榮共辱、責任可分」之原則，因此，如果學位論⽂違反學術
倫理情事屬實，不僅學⽣應負責任，接受相應的處分（例如撤銷學位並追回學位
證書），指導教授亦應負起「督導不周」與「監督不實」相應之責任。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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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前述幾點，相信學界⼤部分會同意：指導教授對學⽣之學位論⽂之品質與內
容之真偽有其⼀定之督導責任。然⽽，在實務操作上，教授們可能還會有些疑慮，尤
其是牽涉到教師權益（即負「監督不周」責任，以及是否衍⽣相應之處分等），可能有
不⼀致的看法；以下列出三種常⾒的疑慮： 

1. 不同的研究領域，教授指導學位論⽂有不同的型態與作為，對於監督責任是否有
統⼀的判斷標準？ 

舉例⽽⾔，⽣醫、⼯程，或部分社會科學領域的碩博⼠班學⽣，其學位論⽂的研
究，多與教師的研究計畫有關，不論是議題的擬定、實驗設備耗材的準備、研究經
費的來源、研究成果的撰寫等，⼤多是由教師（指導教授）提供或參與，未來師⽣
也會⼀起具名發表於研討會論⽂或期刊論⽂。在這種學⽣與教師的研究「⾼度重疊」
的情形下，指導教授通常基於⾼權地位⽽主導整個研究之進⾏，如果學位論⽂中
有違反學術倫理的情事發⽣，指導教授⾃然應負監督不周之責，甚⾄教授本⼈有
可能也是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的⾏為⼈之⼀，此際，要指導教授負責，較無爭議。 

然⽽，在其他某些領域，例如⽂學、哲學、法律學，許多指導教授對學⽣的學位論
⽂僅協助擬定研究題⽬及⼤綱，給予觀念上的指導，並不⼀定會仔細批改；⽽此
論⽂內容既不和教授⾃⾝的研究議題相關或重疊，未來師⽣也不會共同具名發表。
這類指導教授「低度參與」的學位論⽂，如果被指導的碩博⼠⽣在其提出的學位論
⽂上發⽣了違反學術倫理的情事，有⼈因⽽質疑：難道指導教授也要像前述「⾼度
參與」的教授⼀樣，負監督不周之責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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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教授有沒有能⼒去發現或判斷學⽣學位論⽂有無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 

⼀般來說，除了極少數特例之外，指導教授不會要學⽣刻意變造、篡改研究資料，
也不會要學⽣去抄襲別⼈的作品，更不會建議學⽣去找槍⼿代寫學位論⽂。然⽽，
基於師⽣間的信任關係，以及協助學⽣養成獨⽴研究能⼒的⽬標，教授通常會採
「信任⾃⼰所指導學⽣」的態度，不會在旁監督學⽣每⼀次的實驗進⾏，去檢查每
⼀筆研究資料的真實性，以及去⽐對所有實驗記錄與學⽣論⽂中的每⼀個句⼦或
段落⽂字，查看有無造假、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的疑義。在此情況下，如果論
⽂中有不實的敘述或產⽣學術倫理的疑慮之時，指導教授要如何負完全責任？ 

3. 資訊科技已幫忙⽐對？ 

現在許多⼤學都購置了「原創性⽐對系統」，要求碩博⼠⽣論⽂⼝試前，⾃⼰先⽐
對過，再將⽐對結果送⾄系所承辦⼈或⼝試委員會核可。既然都有資訊科技能幫忙
⽐對，但學位論⽂後來還是被發現有抄襲他⼈的嫌疑，難道指導教授⾃⼰要把學
⽣論⽂中每⼀句話都⽤紙本或拿到網路上去⽐對？尤其考量到現今臺灣的碩博⼠
論⽂在實際上不⾒得全數公開全⽂，或有電⼦版本可供⽐對，因此系統在⽐對時
難免會有漏網之⿂，⽽這些都是指導教授無法輕易掌握的情形。 

綜整以上內容，我們可以理解：從理念上，既然⾝為「指導教授」，就應該有相應
的「指導責任」，萬⼀學位論⽂出現違反學術倫理之狀況，經查明後，教授也應就負
「監督不周」之責。然⽽在實務上，教授指導學⽣論⽂研究有各式各樣的作法，指導、
審查與評分的密度或強度也都不盡相同，⼀旦被指導的學⽣刻意取巧⾛捷徑，⼜很巧
妙地躲過各式的檢查點（如⽐對軟體或⼝試等），⽽發⽣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指導教
授該怎麼辦呢？如果指導教授⾃覺已經善盡注意之義務，學⽣論⽂卻出了狀況，教授
還是要盡連帶責任、受到相應處分？這對平⽇努⼒教學的教授來說，情何以堪；會不
會產⽣所謂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擔⼼萬⼀哪⼀天某個多年前曾指導過學⽣
的學位論⽂，事後被⼈檢舉有學術倫理疑慮，因時⽇久遠，當時情形也許已甚糢糊，
到底⾃⼰是否可議、可課責？難以回溯，那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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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指導教授如何確保學⽣學位論⽂的研究誠信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https://ethics.moe.edu.tw/）是教育部設⽴關於學
術倫理教育的學習平臺，以海報「指導教授如何確保學⽣學位論⽂之誠信」提供了⼋個
⽅法，以為因應；筆者爰藉此⼋項對策，在此進⼀步舉例說明如下： 

1. 平⽇以⾝作則、⽿提⾯命：⾸先是指導教授要以⾝作則，本⾝⼀貫不抄襲、不作
假，還要時常對所教導的碩博⼠⽣⽿提⾯命，必須遵守學術倫理的要求。具體做
法包括：學⽣加⼊實驗室或研究團隊時起，指導教授就應該說清楚學術界對論⽂
變造、造假、抄襲、代寫等違反學術倫理事項的「零容忍」政策，履⾏坐⽽⾔並起⽽
⾏之原則，切實的考核與執⾏。教授可以將上述相關的海報張貼在實驗室與研討
室牆上做為⽇常指引；⿎勵學⽣互相勸勉遵守學術倫理的重要，討論研究、提醒
進度、解決各式執⾏問題；並⿎勵研究⽣參與校內外學術倫理相關研討會、⼯作坊
等，以增進研究知能，並提升對遵守學術倫理的重視。

2. 教導學⽣專業領域慣⽤的學術論⽂寫作架構與格式：許多碩博⼠⽣有時犯下抄襲
的情事，實則並⾮故意為之，⽽是他們不知道如何正確地撰寫論⽂，指導教授應
教導其專業領域採⽤的論⽂架構（例如科學領域中的 IMRD）、慣⽤字詞語彙、參
考他⼈⽂獻時應該採⽤的⽅法（例如適當改寫、精準摘錄、正確引⽤、詳列書⽬
等）；拿論⽂範例作⽰範去撰寫學術論⽂。

3. 教導學⽣正確的數據、圖表呈現⽅式：除了⽂字撰寫外，學術論⽂中數據或概念
圖表正確呈現的⽅式，也很重要。先進國家許多學會（例如美國⼼理學會）、出版
社（例如 Cell）都有相關規定（例如統計表格、圖⽚的放⼤縮⼩、裁切等）或可參
考。學⽣知道了正確有效的呈現⽅法，就⽐較不會在迷惘中去作假或逕⾃盜⽤他
⼈已發表着作中數據、圖與表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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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學術論⽂的作者凡有引⽤到的參考⽂獻都要隨論⽂草稿⼀起繳交來：通常指
導教授看到的論⽂草稿，多是已經寫好的⽂字檔，沒有看到被引⽤的原始著作。教
授檢視學⽣論⽂草稿，最好建⽴標準作業程序，要求學⽣必須連同參考⽂獻之原
始著作⼀併附上閱覽，或許因此可以找到學術論⽂裡作者改寫不到位、引⽤錯誤、
誤解其原意之處。可⾏之作法有：教授、指導學⽣，或整個研究實驗室，除了紙本
資料外，亦可建⽴⼀個雲端資料庫，來儲存參考書⽬或相關論⽂（但是，要在不
違反電⼦全⽂資料庫使⽤規則的情形下），⽅便教授與學⽣們搜尋查證之⽤。 

 
5. 如果學位論⽂是涉及實驗或量化研究，應要求學⽣將原始數據、統計軟體報表隨論
⽂草稿⼀起交來：⾹港⼤學即規定，學⽣繳交論⽂草稿給指導教授時，⼀定要連
同把原始數據及相關報表檔案⼀併繳交，不能只繳交完成之圖、表的⽂字檔案⽽逕
⾏送閱。這樣學⽣可避免作假資料，指導教授亦可藉以發現某些無⼼之錯（例如數
據抄錄錯誤）。筆者的同事係教授統計學的，他甚⾄會要求學⽣重新在電腦前操作
統計分析軟體，以資核對結果。 
 

6. 仔細批改論⽂：若同⼀篇學術論⽂其中的寫作品質前後很不⼀致，則可能涉及抄
襲他⼈之嫌疑。舉例⽽⾔，論⽂的參考⽂獻只停留在某個年代，或是論⽂中許多段
落寫得七零⼋落，其中卻有⼀段⽂辭通順優美，這樣技術性錯誤或寫作品質的忽
好忽壞，則可能從中揭發出有部分⽂字是未經適當引註「直接借⽤」來的情事。對於
上述任何可能發⽣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之狀況，指導教授只要⽤⼼批改論⽂，即可
發現類似的違反常規，在秉持不可姑息之態度下，告知學⽣應重新改寫該相關段
落。通常學⽣在指正過後，便會謹記於⼼，不再重蹈覆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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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學位論⽂⼝試之前，要求學⽣事先⼝頭詳細報告及接受嚴格詢問：指導教授在
⼝試之前，可請學⽣針對學位論⽂草稿練習⼝頭報告。在預演（rehearsal）時，
指導教授應該認真追問論⽂撰寫之思維邏輯、研究細節、所引⽂獻等，⼤多數的學
⽣倘若事先知道教授如是的嚴格要求，⼤概就不敢有找⼈代寫、只讀了他⼈論⽂
摘要即引⽤，或有造假、抄襲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否則，當指導教授在預演時
⼀提問，學⽣就很可能⾺上露出破綻，因⽽不敢造次。 

8. 利⽤原創性⽐對系統進⾏論⽂草稿⽂字之⽐對：這是許多現今⼤學所採取對於學
位論⽂的品保機制⼿段之⼀，然⽽，值得注意的是，第⼀，這類軟體只能⽐對⽂
字，尚無法⽐對圖之內容。第⼆，這類軟體僅能⽐對其資料庫有收錄的⽂獻，通
常無法⽐對到未收錄的⽂獻，如臺灣的碩博⼠論⽂。最後，⽐對結果通常只能做
為參考，所以每⼀筆「相似結果」都得事後再⽤⼈⼯檢視，不能完全依賴原創性⽐
對系統的相似度⽐對數值。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並提供其他與師⽣關係、論⽂寫作有關的資訊分享
內容，以下可供參考： 

l 電⼦報《共創優良的師⽣指導關係（教師篇）》（2021 年 11 ⽉號）（資源分享
→電⼦報）。 

l 影⽚「教師指導學位論⽂─那些應該留意的⼆三事！」、「學位論⽂：誠信篇」、
以及「研究⽣都在煩惱什麼」系列：「研究⽣的⾮⽇常」、「菜⿃研究⽣的第⼀
天」、「志偉的煩惱」（資源分享→影⾳專區）。 

l 海報「避免⾃我抄襲你可以試試這樣做」、「研究⼈員⾃我檢核表」、「給研究團隊
主持⼈─優良實驗室之管理策略」、「符合倫理的寫作：從開始到結束」、「需要
警戒注意的學術研究不當⾏為」、「指導者促進研究倫理的五種⽅法」等（資源
分享→⽂宣/海報）。 

l ⾃律⽂件「研究進⾏時的注意事項—中英⽂雙語」（資源分享→⾃律⽂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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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學術的發展是站在前⼈的肩膀上繼續向前，由資深研究者帶領新進研究者，向來
是傳承學術⽂化的作為、累積⼈類知識的重要⽅法。教授指導學⽣完成學位論⽂，也
是其中⼀個關鍵的環節，⽬的在於培育新的研發⼈才，並確保這本學位論⽂的研究成
果，是正確有效的、有意義的，可貢獻到⼈類知識的資料庫中。所以論⽂的指導教授
肩負相當的指導責任，研究⽣也肩負了被指導、認真嚴謹做研究之責。 

近年來發⽣的碩⼠學位論⽂犯有嚴重抄襲情事，指導教授（甚⾄是⼝試委員）被
追究的案件，引起很多的討論與反省（如張讚國，2021），讓我們看到社會⼤眾對
研究所碩博⼠⽣這個「教育程度」的關注與品質要求，也看到對⼤學教授這個「⾼尚職
銜」的期待，以及對師⽣⼆者在違反學倫事件的相關課責！ 

由以上的討論中，我們可以得知，⾝為碩博⼠⽣學位論⽂的指導教授，都應該理
解指導學⽣學位論⽂有關責任的⼯作內涵，教育部在近數年來，也有相關函⽰與規範
的指引。雖然教授們或許有實務上的若⼲疑慮，但不必過度恐慌，學術界還是提供了
具體可⾏的指導⽅法（如前已述）可資參考。總結來說，就是要敬業盡責，多花些時
間與⼼思在指導學⽣的學位論⽂之上，這樣就⼤致確保學⽣學位論⽂的誠信與品質；
即便少數論⽂還是可能發⽣⼀些違反學術倫理狀況，指導教授亦可以參酌這些指導⽅
針提出相關確切事證，證明⾃⼰在指導上確實已經盡⼼盡⼒，⽽得以祈求減免其責。 

指導教授與研究⽣，可視為彼此學術研究⽣涯的命運共同體，在同⼀條船上，⼀
起倘佯在知識的浩瀚⼤海中。我們⾝為指導教授，何其有幸，在研究⽣⽣命中最精華
的歲⽉裡，陪他們⼀起成⻑，並肩⾛過⼀段精彩的學術研究之旅。讓我們因為⾝教⾔
教，⽽能成為研究⽣現在與未來學術⽣涯中的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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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AREE）新訊 

⼀、影⾳專區新增論⽂指導與計畫申請影⽚ 

⾝為⼀名⼤學教授，您是否曾在指導學⽣學位論⽂時遇到困難？⾝為⼀名計畫主持
⼈，您是否曾在申請研究計畫時感到困惑？本中⼼推出兩部情境短⽚，點出⼤學教授在
擔任教職與計畫主持⼈兩種⾝分時，應特別注意的數種情境與建議對策。更多情境影⽚
歡迎參考： 

《教師指導學位論⽂─那些應該留意的⼆三事！》 
簡介：芳儀、湧勝及宜君現在正就讀研究所，他們在寫碩⼠論⽂時遇到了⼀些狀況，像

是名詞解釋的引⽤、如何撰寫⽂獻探討、研究⽅法等問題，⾝為他們的指導教
授，該如何應對與協助學⽣遵守學術倫理規範？本⽚透過 5 則案例，點出教師指
導學位論⽂應該留意事項。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wIavF5mFZ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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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停看聽》 
簡介：研究者在申請計畫時可能會遇到不同的狀況與挑戰，像是該如何修改先前

未通過的計畫書，或者延續型計畫該如何說明與前期不同之處，以及研究
者還有哪些該遵守學術倫理規範？本⽚透過 8 則案例，點出申請計畫應該留
意事項。 

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0za8tTwErM 

⼆、⽂宣/海報新增九張中英⽂版海報 

新增三張英⽂版海報：主題分別為：「掠奪性期刊的慣⽤⼿法」、「給研究團隊
主持⼈─優良實驗室之管理策略」、「偵測怪怪的學術論⽂作者」，網站同步提供中
⽂版海報可供各界使⽤。 

新增六張中⽂版海報：本中⼼向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ORI）取得授權，嚴選
該單位學術倫理相關海報並製作中⽂版本，可供各類研究者參考。本次新增共六款
海報，主題分別為：「當你懷疑有學術研究不當⾏為，該怎麼辦？」、「促使⼈們從
事學術研究不當⾏為的原因是什麼？」、「處理研究倫理之⼈員：處理指控 PHS 所
贊助學術研究之不當⾏為的提醒」、「每個⼈在研究倫理皆扮演必要的⾓⾊─案例分
享：不發表就出局」、「你能夠偵測學術研究不當⾏為嗎？」、「發表正確完整的科學
影像之要點」，網站除提供中⽂版海報之外，亦提供美國英⽂原版連結。 

各 式 海 報 請 ⾄ 本 中 ⼼ 網 站 瀏 覽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poste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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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術倫理⾃律⽂件新增雙語內容 

為提供計畫主持⼈、實驗室管理者⼀⾃我檢核與團隊管理之素材，本中⼼特製
作「學術倫理⾃律⽂件」，現有兩款主題分別為「研究進⾏時的注意事項」與「申請政
府部⾨研究計畫之主持⼈⾃我檢核表」，其中「研究進⾏時的注意事項」內容包含⼀
般性原則、研究資料處理、研究經費使⽤、研究成果撰寫、研究成果發表等，適合於
學⽣簽署論⽂指導教授同意書、研究⼈員於實驗室報到等情境時做為提醒之⽤，因
此 本 中 ⼼ 增 設 英 ⽂ 版 本 ， 歡 迎 各 界 下 載 並 運 ⽤ 於 研 究 場 域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resource/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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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課程介紹新增跨域主題課程 

課程專區的主題課程新增全新分類「跨域主題課程」！本中⼼中⽂版數位課程
⽬前已累積 105 個單元，並分有基礎核⼼、進階核⼼、專業領域三種分類，⽽為因
應當代跨領域學習，特別⾃既有單元挑選並依內容組成跨域主題課程，⽬前共四
套，分別為「學術寫作與發表（15 個單元）」、「法律與組織規範（23 個單元）」、
「⼈體與⼈類研究（18 個單元）」、「易受傷害族群研究（11 個單元）」。提醒您，
「跨域主題課程」僅供參考，您可依需求選擇加選單元的多寡，⽏須⼀次加選整個
主 題 課 程 的 單 元 。 課 程 清 單 請 ⾄ 「 課 程 介 紹 」 或 「 課 程 專 區 」查看 ， 網 址 ：
https://ethics.moe.edu.tw/courses_topic01/ 

五、課程單元名稱異動公告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課程變更七個單元名稱，於 2022 年 3 ⽉ 16 ⽇起
實施⽣效，若使⽤者曾取得任⼀單元時數，可⾄「學習歷程」重新下載俢課證明，
新證明會⾃動更換新單元名稱。本中⼼課程各單元均編有四位數字的單元代號，登
記原名稱之修課證明，若四碼單元代號正確，則該張證明仍然有效。 
本次變更對照如下： 
 
僅異動英⽂版名稱，中⽂版不變： 

單元編號 原本名稱 更新名稱 

0108 Academic Writing Skill: Quoting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Quoting 

0109 Academic Writing Skill: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Paraphrasing and Summarizing 

0110 Academic Writing Skill: Referencing Academic Writing Skills: 
Referencing 

0202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Ethics by 
the Minister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uidelines for Academic Ethics by 
the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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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新⼿上路新增操作影⽚ 

僅異動中⽂版名稱，英⽂版不變： 
單元編號 原本名稱 更新名稱 

0606 半世紀的糾葛-南美亞⾺遜⾬林區原
住⺠族的學術研究倫理 

半世紀的糾葛—南美亞⾺遜⾬林區
原住⺠族的學術研究倫理 

0704 學位論⽂題⽬發想-社會科學類 學位論⽂題⽬發想—社會科學類 

 
中英⽂版名稱均有更動： 

單元編號 原本名稱 更新名稱 

0709 

知情同意的不同形式 ⾏為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各種⾮常態
的知情同意⽅式 

Different Types of Informed 
Consent 

Atypical Approaches of Informed 
Consent in Behavior and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本中⼼持續優化服務，近期針對「帳號轉移」與「重新修課」兩項進階功能製作
操作影⽚，透過動態影像呈現功能的操作流程，讓使⽤者參閱新⼿上路時能更貼
近真實情境，歡迎各界多加利⽤！提醒您，新⼿上路的圖⽚或影⽚均為⽰意圖，
請以您實際操作網站所顯⽰的畫⾯為準。所有資料僅供教育使⽤，⾮經允許，禁⽌
改作、出版、或商業⽤途，轉載須註明來源：「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網
址：https://ethics.moe.edu.tw/」。 

帳號轉移 
l 必修學⽣：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39eUpw8UgM 
l 必修教研⼈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zic0vBnrmE 

重新修課 
l 必修教研⼈員：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8DK7xitpE 
l 個⼈註冊者：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TfkoBpGI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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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證明註銷公告上線 

當使⽤者利⽤本中⼼提供之課程服務時（包含數位課程或實體研習），具有
填答總測驗作弊、由他⼈代考、偽造修課證明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經查證
屬實，本中⼼有權針對違者進⾏⼀項或數項之處理程序，包含：撤銷該帳號之修
課證明、註銷參與研習之研習證明、清除修課或測驗紀錄、停權或刪除帳號、於本中
⼼網站公告經註銷之證號資料等，並將視情況通報其所屬⼤專校院、科研機構或相
關主管機關處理。經本中⼼註銷之研習／修課證明證號資料將公告於「證明註銷公
告」⾴⾯，若各單位有收到此證字號之研習／修課證明，請勿承認該時數，並儘速
與本中⼼聯繫，資源中⼼也提醒各位使⽤者，千萬不可以⾝試法，以免影響⾃⾝
權益。此外，若因管理者業務需求，經當事⼈同意後撤銷之修課證明，該證字號亦
會同步公告於此。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certannounc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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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期 2022 年 5 ⽉號 

【引⽤說明】 

欲引⽤本期精彩內容，請依 AREE 公告之格式進⾏正確的學術引⽤，格式：「作者（⻄
元年，⽉份）。標題。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報，期數，起始⾴-結束⾴。當期網址」。 

【訂閱服務】 

欲收到教育部學術倫理電⼦報與活動通知，歡迎⾄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免費訂
閱，網址：https://ethics.moe.edu.tw/subscription/ 。 

【發⾏資訊】 

發⾏單位：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 
發⾏⽇期：2022 年 5 ⽉ 
發⾏期別：季刊第 8 期 
客服信箱：aree_service@nycu.edu.tw 
注意事項：本⽂內容僅作者個⼈觀點，不代表教育部⽴場，相關學術倫理規範請以主

管機關之公告資訊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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