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 1 學年度「政府與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授    課    大    綱 

一、課程名稱： 研究與寫作專題   

二、時    間： 4：00～5：40 

三、學  分： １ 

四、授課教授： 郭銘傑教授    

 

五、課程基本構想： 

 

本課程旨在協助在職專班同學準備個人碩士論文計畫書的研究與寫作。本學期共

上課九次：扣除檢討上學期「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專題」期末考卷乙次，前三講

與最後一講分別由授課教師就研究與寫作需要考量的各種要件進行系統性講授，

以及實例討論、演練與反饋；中間四講則由授課教師另邀公共行政、比較政治、

國際關係等不同領域的資深學者專家分享自身研究與寫作或論文指導經驗。修課

同學預計在學習過程中尋找適合的指導教授諮詢碩士論文計畫書，並於五月底完

成研究計畫初稿，六月初舉辦期末抽籤發表會進行同儕互評與綜合討論。 

 

 

 

六、課程安排： 

週次 日期 課     程    內    容 授課老師或演講者 

一 2/25 

 

研究與寫作的知識論與方法論 

 

⚫ 郭銘傑，2023。〈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論與方

法論〉，張亞中、張登及主編，《國際關係總

論》，第六版，台北：揚智出版社。 

 

郭銘傑助理教授 



二 3/04 
檢討「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專題」上學期考卷 

3/04 或 3/11 待明居正教授自行決定 
明居正教授 

三 3/11 
檢討「國際政治與兩岸關係專題」上學期考卷 

3/04 或 3/11 待明居正教授自行決定 
明居正教授 

四 3/18 臺大政府與公共事務學術論文研討會  

五 
3/26 

(日) 

 

3/25 補班，改至 3/26 上課 

實證與規範研究範例討論 1 

 

⚫ 郭銘傑，2021。〈國際關係情境模擬與影片討

論的學習成效：一個隨機實地實驗〉，《政治

科學論叢》，第 88 期，頁 89-118。 

⚫ 郭銘傑，2022。〈不完全訊息與戰爭爆發：一

個隨機實驗〉，《台灣政治學刊》，第 26 卷，

第 1 期，頁 57-96。 

 

郭銘傑助理教授 

六 4/01 兒童節及民族掃墓節連假，放假一天  

七 4/08 

 

理論與政策研究範例討論 2 

 

⚫ 郭銘傑，2022。〈不完全訊息與戰爭爆發：一

個隨機實驗〉，《台灣政治學刊》，第 26 卷，

第 1 期，頁 57-96。 

⚫ 郭銘傑，2023。〈戰略模糊或清晰？戰爭議價

理論與美國臺海兩岸政策的理性基礎〉，《遠

景基金會季刊》，第24卷，第1期，頁89-124。 

 

郭銘傑助理教授 

八 4/15 研究與寫作經驗分享 1 張登及主任 



九 4/22 EMPA 複式躲避球賽  

十 4/29 研究與寫作經驗分享 2 蘇彩足教授 

十一 5/06 研究與寫作經驗分享 3 徐斯勤教授 

十二 5/13 研究與寫作經驗分享 4 張佑宗教授 

十三 5/20 不上課  

十四 5/27 不上課  

十五 6/03 期末抽籤發表會與綜合討論 郭銘傑助理教授 

十六 6/10 不上課  

十七 
6/18 

(日) 

6/17 補班，改至 6/18 上課 

校外參訪 
 

 

七、 要求與評分標準： 

 

學期成績由三部分共同決定：所有修課同學須按時完成指定閱讀並參與課堂討論

（25%）；所有修課同學須於 5/28 23:59 以前繳交一份至少十頁結構完整的碩士論

文計畫書初稿至課程網頁上的作業區（50%）；所有修課同學須為依據前項繳交的

碩士論文計畫書初稿，6/03 15:59 前準備一份不超過 12 分鐘的簡報，當天依據抽

出五位上台口頭報告；未上台口頭報告同學須專心聆聽報告，並於問答討論時間

提供反饋﹙25%﹚。 

 



 

八、教材與參考書目： 

 

指定閱讀書目： 

 

⚫ 郭銘傑，2021。〈國際關係情境模擬與影片討論的學習成效：一個隨機實地實

驗〉，《政治科學論叢》，第 88 期，頁 89-118。 

⚫ 郭銘傑，2022。〈不完全訊息與戰爭爆發：一個隨機實驗〉，《台灣政治學刊》，

第 26 卷，第 1 期，頁 57-96。 

⚫ 郭銘傑，2023。〈戰略模糊或清晰？戰爭議價理論與美國臺海兩岸政策的理性

基礎〉，《遠景基金會季刊》，第24卷，第1期，頁89-124。 

⚫ 郭銘傑，2023。〈國際關係研究的知識論與方法論〉，張亞中、張登及主編，

《國際關係總論》，第六版，台北：揚智出版社。 

 

參考閱讀書目： 

 

⚫ 黃國光譯，謝雨生審閱，《研究方法：入門與實務》，第三版（台北：雙葉書

廊，2019）。 

⚫ 蔡柏盈，《從字句到結構–學術論文寫作指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0

年）。寫作。 

⚫ 謝棟樑譯，王昭正校閱，《政策研究方法論》（台北：弘智，2000）。政策研究。 

⚫ 蕭瑞麟，《不用數字的研究:質性研究的思辯脈絡》（台北：五南， 2017 年）。

質化研究方法入門。 

⚫ 羅清俊，《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打開天窗說量化》，第三版（新北市：揚智，2016）。

量化研究方法入門。 

⚫ 于若蓉等，《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資料分析》（台北：東華，2015 年）。量

化研究方法入門。 

⚫ 冷則剛、任文珊譯，《經驗性政治分析：量化與質化研究方法》（台北：五南，

2011 年）。綜述。 

⚫ 王雲東，《社會研究方法：量化與質性取向及其應用》，（新北市：揚智，2016

年）。綜述。 

⚫ 瞿海源等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總論與量化研究法》（台北：東華，

2015 年）。較深入的各種量化研究方法綜述。 

⚫ 瞿海源等主編，《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法：質性研究法》（台北：東華，2015

年）。較深入的各種質化研究方法綜述。 

⚫ 彭明輝，《研究生完全求生手冊:方法、秘訣、潛規則》（臺北：聯經，2017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