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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事半功倍」，指的是不论做什么事情，只要方法对了，必定可以用最少的力气

完成最多的工作。举例来说，今天如果要开发一套银行的跨行连线作业系统，这套系统除了

要能应付银行间业务的往来作业之外，还得拥有让众多顾客在任何地方的自动柜员机都能进

行跨行提款、转帐等交易的功能，这中间所牵涉的层面除计算机专业外，尚有顾客行为、业

务管理、组织策略等，各环节间环环相扣，显现出「事」、「功」之间的高度复杂关系。所以，

要完成这复杂庞大的任务，「事」与「功」的分析与执行是首要工作。如在起始，即单纯认

为可以由一、二位程序设计高手独立完成，忽略其它环节，随后衍生的问题，恐怕不是「事

倍功半」的懊恼可以一言说尽。相反的，如一开始即选对方法，有一个非常周详完善的系统

分析与设计，而整个项目的管控也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制度，那即便这套系统或有未见完善之

处，也仍能有效率地推展完成，进而从容改进，并达到超乎预期的良好质量要求。这就是我

们一开始所谈到的「事半功倍」。  

做研究也是一样的，要有一套正确的方法，就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然而，也

许有人会质疑说，做研究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需要有非常广博的知识、坚实的学理根基才

行。其实不然，本文中，我们将介绍给读者做研究的方法与技巧，希望对于有兴趣从事学术

研究的读者们能有正面的帮助。  

本文中，我们将先介绍做研究的动机与研究类别，期望能让初学研究的人有初步的了解。

接着是本文的重点——研究的要领及方法，其中我们介绍了许多做研究的技巧，并且也简单

地描述了如何撰写研究报告，把研究成果完整且有效地呈现出来。最后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些

对做研究有所帮助的工具。  



一、研究动机  

每一个做研究的人均有着不同的动机。一般人的研究动机大致可分为下列几种：追求学

位、升等、个人兴趣及工作需要。研究的动机可能因人、因时、因地而异，但无论如何，这

些都是促使他们努力从事研究以达人生目标的最大动力。  

1 学位  

学生们做研究多半是为了要取得硕士或博士学位，这也是大多数从事学术研究的同学们

所必须通过的最基本考验；但也因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阶段性要求。总的来

说，学习如何做研究及撰写研究报告是第一学习重点，尤其是硕士班研究生在这方面的训练

是绝对必要的，而博士班研究生的研究成果，则通常被要求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国际水平才行。  

2 升等  

大学法规定，大学教师的升迁，学术著作有无是最基本的审查指标。有些大学教师虽没

有硕、博士学位，但若其研究成果能达到审查标准，照样可以升等为副教授或教授。所以，

研究之于教师升等，就好像水之于鱼，对于学术领域的同仁们而言是绝对重要的。  

3 兴趣  

有些人对于从事研究工作可以到废寝忘食的地步，多半这种人都沈浸在研究发明的乐趣

上，个人对做研究的兴趣远远大于其它的研究动机。通常这些人的研究成果比较丰硕，而且

能够不间断、持之以恒。所以说，任何人如果能够培养出做研究的兴趣，对于研究成果的产

生与累积肯定有所帮助。  

4 工作  

以高科技公司中研究单位的工作人员而言，促使他们进行研究的动机与工作上的需求有

着必然关系。不论他们的研究是在于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或是研发关键性的零组件等等，他

们的研究重点不外乎是将研究成果商品化，为公司带来商业利益。这种研究成果营利化的目

标导向，是营利事业与学术研究机构间最大差异之处。  

二、研究类别  



研究的类别指的是研究问题本身的属性。有些研究是他人研究成果的独立验证，或探讨

其研究成果在不同条件或环境下的适用性；而有些研究则是基础性的科学研究，探讨的是理

论的架构；有些则是新技术的研发。综合各种研究内容，可略将其分类如下：  

1 重做（Redo）  

此种研究类别，主要的研究重点是将别人的研究成果，试试看可否适用于其它的条件或

环境。例如在小白老鼠身上通过实验所研发出来的新药物，就可以拿来研究是否适用于人类

身上，或者进一步研究该药物是否有其它的副作用等。这类的研究工作泰半着重在实验的设

计与验证工作上，我们在教学上也常见到教授指导学生从事这类型的研究工作，算是已发展

理论或实验的重复性验证，有着教学与研究相辅相成的效益。  

2 实现  

一般产业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多半在将研究成果（也许是别人所发展的成果）具体化成为

可用的商品，强调的是产品的制造或制程的改良与优化，也就是针对产出过程中所遭遇到的

问题，进一步思考解决，此类解决方案通常具有发表论文的价值。另外，使其商品具有可用

性，即发展其商业价值之研究，也是深具学术价值的研究之一。例如半导体产业所着重的“制

程”即是该产业所研究的重点，因为它所牵涉到的是产能与质量两大关乎公司竞争力与营利

能力的关键，向来也是产业愿意斥资研究的因素。  

3 解决问题  

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人员，其研究的题目大都是针对某一问题提出自已的解决方法，而

这些问题也多半是已存在且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倘若问题是由自己所提出，则必须进一步加

以审视该问题本身是否具有关键性、重要性。此外，研究者本身学术地位之高低与否，也会

影响到外界对问题的重视程度。因此我们通常不鼓励学生自己提出新问题，而只须针对现有

问题研提解决辨法，例如：排序问题，到目前虽然已经有许多的方法被提出，但如果研究者

可以提出一个在某些条件下，优于现有其它方法的排序算法，也是一种具有学术价值的研究。  

三、研究要领及方法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叙述几个做研究的方法与要领，重要的是，这些要领其实都不是非

常困难的，只要谨记，相信在从事研究时会有一些帮助。  

¨ 脑筋要清楚  

脑筋清楚指的是你要非常清楚你正在研究的问题为何，以及针对这个问题现有的研究成

果为何。通常我们可以从别人论文的简介（introduction）中看出该论文所研究的问题及其背

景，也可以从中得知现有的研究状况，并从该论文所提出的相关参考文献归纳出已被提出的

方法与效果（performance），进而得以思考有无改进的空间，或者发现原作者的看法是否有

不足或不当之处。从这些角度加以思考，都有助于找到新的研究方向与题目。因此充分了解

研究问题本身，是做好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而要训练如何很快地认清研究问

题，最简单的方法是多找一些标竿期刊刊登的研究论文并加以研读。通常这些好的期刊对论

文质量的要求较高，论文中对于研究问题的描述也较完整且适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通常会

要求学生多研读高质量论文的原因之一。  

¨ 方法要简单  

如之前所提，做研究不外乎是要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方法人人会想，且各有巧妙不

同。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些杰出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其实大部份所提出的方法都是相当的简

单，如算法中的气泡排序法（bubble sort），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又如在密码学中最为有名

的公开金钥密码系统 RSA，也是一种相当简单的方法，而且有效。这类方法，发表之初，总

让人有搔首难解的哗然，然在你了解个中原委，并体会到其中让人拍案叫绝的奥妙后，你不

得不佩服作者的聪明过人，震憾于“简单”之看似容易实则不易。这样的体会经验，再加上方

法简单容易牢记在心，像口袋里的铜板，掌握性高，尔后当你面对问题，百思不得其解时，

它都是促使任何可能性解决方案跃出的源头。所此我们建议读者在从事研究的时候应当谨记

“简单就好”（simple is good），而不要自囿于不自觉的复杂化思考，因为方法复杂通常也意味

着效能不会太好，研究成果自然也比较不容易撰写，论及发表也就更形不易。  

¨ 自然为美  



有许多人常会抱怨说想不出好的方法来，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但如果我们可以藉由身边

的事物来寻找灵感，或许可以帮助你想出相当巧妙的方法来。人们常以「巧夺天工」来赞叹

一件美好的事物，指的就是那美好的事物有如自然形成一般的美妙。又诗人也常说「大块假

我以文章」，指的也就是说大自然常常可以启发他们的创作灵感。因此做研究也同样可以效

法自然，从自然界中寻找解决方法的灵感实在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如在数据结构中最常被

使用的树状结构（tree structure）即是一个例子，尤其是二元树（binary tree）更是简单而且

又有效率。  

¨ 举一反三  

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对其员工的基本要求是－思考（think），他们希望每一位员

工，不论是主管或职员均能养成思考的习惯，凡事能够一再的思考，如此一来可以减少错误

的产生，二来也可以有效提高生产力。做研究也是一样，尤其是在研读他人的方法时，我们

必须以推敲的心态，让思考的触角多方伸展，像是作者采用此法的思考点、背后动机、是不

是有更好的作法与联想等，如此长久下来必定可以养成时时思考的好习惯。之后当你面对不

同问题时，便可以直觉性的掌握住问题重点，进而可以很快地朝有效的解决途径迈进。 我

们必须认知到，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是思考下的产物，除非是抄袭他作，否则从事研究免不了

一定要动脑筋思考，而当你有了随时思考的习惯之后，思路会更加顺畅，这对于做出好的研

究成果是绝对有所帮助的。  

¨ 品质至上  

“Quality is the way of our life” 这句话同样是出自 IBM，意思是说”质量是我们的生存之

道”。在激烈的商业竞争活动中，顾客对产品信赖度的建立，取决于产品质量，谁也不会甘

心使用劣质产品。做研究也是一样，你所想出来的方法绝对不要花拳绣腿，倘若长期研究表

现不佳，肯定会被定位为无高质量的研究人员。再谈到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研究成果发表与

广为接受运用，孤芳自赏并不是做研究该有的心态，因此如何将你的研究成果透过高质量的

写作将之公诸于世是非常重要的，而没有缮打、文法、数学符号及标点符号错误等则是最最



基本的要求，至于文章的内容要如何架构、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作者另一篇文章“撰

写科技研究论文之要领”【1】，其中详述了一般人在撰写研究论文时常犯的错误。  

¨ 选对主题  

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已本身的研究环境谨慎选择研究主题，例如经费不是非常充足时，

就不要去选择需要昂贵的研究设备才可进行的研究题目。如执意进行，可预期的，研究将落

入无法顺利推动的窘境，即便是以克难方式勉力完成，其成果通常也难被接受。至于如何选

择研究主题，方法其实很简单，首先是先往自已有兴趣的领域寻找，毕竟做自已有兴趣的事

会来的比较有冲劲，倘若对研究领域毫无概念的话，则应该请指导教授给予协助，建议研究

方向。第二个方法是应该选择比较容易发表研究成果的主题，也就是选择期刊杂志或国际会

议比较愿意接受的题目。根据调查，大部份的学术论文不被接受刊登的主要原因除了成果不

理想外，研究主题不符该期刊性质而被拒绝刊出也是主因之一。因此研究主题与期刊特性越

吻合，稿件获受理的可能性越高，相对的研究成果就会有比较多的机会被接受，进而刊登，

如此一来也就较容易达成你做研究的目标。  

¨ 胡思乱想  

当我们很专注地在思考某一个问题时，常常很容易会陷入某些思绪的框框中而无法自拔，

自然也就难以想出好的方法来。其实思考是有法可循的，例如逆向思考法就是一个简单而且

常用的方法，尤其是在陷入思绪泥沼中时特别有效。动脑思考其实是活化思想的开端，并不

必太过执着于某些方法或原则，任何天马行空的想法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发生。要相信在看似

无序的胡思乱想后，所获得灵感往往是更为巧妙。  

¨ 移花接木  

当接触过很多研究题目后，你不难发现其中所探讨的问题有许多在本质是非常相似的，

因此倘若你对某个问题，已经知道或已经发展出有效解决方法时，就可以将它移转或运用到

其它类似的问题上，这种做法是获得成果的最快途径，就像移花接木般，可以很快地创造出



不一样的果实。然成功的移花接木，有赖于丰富经验的累积与吞吐，才可以左右逢源、运用

自如。  

¨ 要快、要好  

一个有趣或有名的问题，其寻求解答之路，通常会吸引众多研究人员的关注与加入，而

解答之方，也往往互有雷同。所以研究成果能否率先发表，不失先机，是研究人员卯足全力

的目标。因此除非你研究的问题是自己所创见的，我们建议研究的步伐要尽量快，否则刚好

你所想出的方法别人也同样想到，而你的研究作业比人家慢的话，那么你的研究成果将有相

当大的可能性无法发表出去，因而白白浪费了你辛勤的努力。  

总之，为免有上开扼腕之叹，我们一定要有最坏的打算，有最卖力的作为，砥砺自己更

积极地完成研究。  

¨ 随手札记  

我们鼓励要随时多多思考，只要一有空即可针对你正着手解决的问题加以思考。多重开

阔的思路活动，往往是宝贵灵感的蕴酿，也往往有着电光火石般瞬间的惊奇，而这珍贵的奇

想，也常常是解决问题的妙方，如没能记下，通常不用多久也就给忘了，之后懊恼于这不复

记忆的损失。虽然不见得每次都能想出好方法来，但我们宁可多记，也不要错失任何一个良

机。因此有必要养成随手作笔记的习惯，这是从事研究工作者应该保有的一个好习惯。  

¨ 红花绿叶  

倘若你所发展的方法并非完全是原创性，也就是说先前已经有人提出类似的方法时，在

撰写研究报告时一定要将别人的方法详细的回顾，并分析与你所提出的方法有那些差异性、

优缺点为何，同时设法将你的方法的优点凸显出来，而不是仅作描述。仅作描述，就算你的

方法有多么的好，恐怕也难以被人们接受，这也就是所谓红花还须绿叶陪衬的道理。  

¨ 密集安打  

做研究要像磨刀一样，越磨越利。如果做研究没能持续不断的话，每一次的研究都会令

你倍感吃力；反之，则会让你越来越有如鱼得水般的顺手。因此我们非常期许研究者了解「研



究的棒球哲学」，从事研究应像打棒球一样，密集的安打才能够有效的得到最多的分数，光

要靠全垒打来赢得胜利是比较难以期待的。  

¨ 锲而不舍  

当你辛辛苦苦的完成了一篇研究论文，并且把它投到期刊杂志社后，通常会心怀期待，

希望他们可以接受你的论文，然而有时是事与愿违，而许多人在受到被退稿的挫折后，则常

有放弃该篇论文的直觉性冲动。其实我们不应该有此消极的想法，而是应该积极的根据审查

者给你的意见仔细地修改后，再重新投到其它适合这篇论文的期刊或会议上，千万不要白白

地浪费了你辛勤努力的成果。  

¨ 投稿要准  

如上所述，论文之所以不被接受多半是因为不符合期刊所要求的主题，因此针对你所研

究的主题慎选投稿对象是很重要的事。然而如果你所发表的成果贡献度不是非常高的话，就

不须要把它投到一流的期刊杂志，因为这些期刊的审查作业是相当相当仔细的，会耗费很多

时间。至于投稿期刊之判断与决定，则要靠经验帮助才行。  

¨ 专注研究领域  

在你慎选一个研究领域之后，必须持之以恒的在此一领域从事研究，避免俗话说的「沾

酱油(台语)」，毕竟要深入一个研究领域绝非一蹴可及，蜻蜓点水是很难获杰出成果。当然我

们也发现有许多跨领域的杰出案例，但究其脉络，我们可以明白这些卓越人士最初还是以深

入单一领域为基础，多在该领域据有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学术地位受人推崇后，他在跨学

术领域上的企图也才为人所肯定。因此，长期专注某一研究领域，一则因已汲取了许多宝贵

经验，可更容易扩展研究的方向与主题，二来也不会让人诟病为「炒冷饭」，老是做相类似

的研究。所以专注研究领域，实是扩展研究领域与方向的基石。  

¨ 信心  

做任何事情，只要有信心大概就可以成功一半了。做研究时，常常须要想一些方法来解

决问题，缺乏自信的人，往往稍遇阻碍或略受挫折，就归咎于自己能力不足，常常在思考未



果之后索性就干脆放弃了，前功尽弃实在相当可惜；反观对自己有信心的人，在同样的情形

下，则会一而再的思考，决不轻言放弃，因此终能得到好的结果，这就是信心生力量的最佳

写照。  

¨ 诚实  

学术研究最忌讳的事就是抄袭，学术信用表现在宁可没有论文发表，也不要将他人成果

据为己有的坚持上。倘若真有抄袭之行径，就像为自己埋下一颗无预警的定时炸弹，随时都

可能会令你信用破产，有无法立足于学术界之虞。另外，要注意的是“抄袭”的定义，小至抄

袭别人文章中的一段话也是被禁止的，如有引用他人的句子，一定要注明出处，这都是著作

权的基本观念。要特别注意的是，即便是自己论文中的句子，也不可以直接用在自己别的文

章中，这是另一种抄袭的行为。因此我们常要求学生连自己以前的论文内容也绝不可以照抄。  

最后，我们要向读者们介绍有助于做研究的工具。首先是“数学”，这也许是大部份人所

害怕的一门学问。然而是不是数学不灵光的人就无法从事研究，也不尽然，把需要数学证明

的部份请专家帮忙，是一种因应之道，还是可以做出好的研究，但毕竟须要假他人之手。如

果真的对数学毫无概念的话，如前所述，可以选择本质上较不需繁琐数学推理或较具实验性

质的研究题目。但总之，数学能力的培养，因其逻辑性思维训练，绝对可以让你做起研究来

比较得心应手。  

再者，如前所言，研究的最终目的在成果发表。完成研究成果的发表，才算研究历程的

完整终结。在国际化的浪潮下，以英文撰写研究论文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英文能力的培养，

对于论文的发表有其绝对的帮助。或许有人会因年纪太大，已过了适合学习外语的时期，而

裹足不前。其实只要有恒心的练习，如每天听广播教学或常收听外语广播节目，对于听力的

增进是可以预期的。至于写作方面，勤于练习应是不二法门，尤其是科技类研究报告，目的

在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得懂，清楚明白为要，所以在英文词汇及写作技巧的要求上，不若英文

文学论述的标准来得严苛，越白话反而越好。  



综合以上各个对于如何做好研究的要领及方法，期能对于有兴趣从事学术研究的读者们

有所帮助。最后诚如俗话所言「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如果没有身体力行，光知道这些要领

只会流于形式，也就不会产生任何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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