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學實踐與創新》撰稿體例 

110.02.18 更新 

一、基本格式 

（一） 使用 A4 規格 Word 電子檔、標準邊界（上下 2.54 cm，左右 3.18 cm）、

直式橫書、左右對齊、1.5 倍行距，並於頁尾置中註明頁碼。 

（二） 中文統一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統一使用「Times New Roman」。

中文標點符號統一使用「全形」；英文標點符號統一使用「半形」。內

文不分中英文，均使用 12 號字。 

（三） 內文依序為：中文篇名、中文摘要、中文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

附錄（若有必要）、英文篇名、英文摘要、英文關鍵詞。 

二、篇名、摘要及關鍵詞 

（一） 論文題目，宜簡明，若有副題，正、副題之間以「冒號」區隔。英文

篇名除冠詞、介系詞外，第一字母均應大寫。 

（二） 中文摘要至多 500 字、英文摘要至多 250 字。 

（三） 關鍵詞至多 5 個，按重要性排序。 

三、正文 

（一） 標題：宜精簡，以 5 個層次為原則。中文標題以壹、一、（一）、1.、

（1）為序；英文標題以 I.、A.、(A)、1.、(1)為序。 

（二） 章節：「大專教師教學實踐研究升等論文」及「高等教育階段課堂教

學研究」類型稿件需含以下章節： 

1. 中文摘要 

2. 前言 

3. 文獻探討：介紹研究主題之相關理論和研究 

4. 研究方法：包含課程設計（教學內容、教學方法、評量方式、實踐歷

程）及研究設計（研究對象、研究工具、研究過程、資料分析方式） 

5. 結果與討論 



 

 

6. 教學省思 

7. 結論與建議 

8. 參考文獻 

9. 英文摘要 

（三） 段落：每段開頭應空「全形」字 2 格。段落內文中的序號，中文以（1）、

（2）……表示；英文以(a)、(b)……表示，序號之間用「分號」隔開。 

（四） 圖表：於內文中第一次提及下方插入圖表，且配合內文用阿拉伯數字

加以編號。圖名、圖註置於圖之下方；表名置於表之上方，表註則置

於表之下方。圖表如係引用者，應註明出處。 

（五） 數字： 

1. 國字 

（1） 描述性用語：如第二專長、大學三年級、四大主軸。 

（2） 小於十的整數。 

2. 阿拉伯數字 

（1） 年代（統一使用西元年）、月份、日期、時間。 

（2） 序數：如第 1 階段、第 2 次、第 3 名、第 4 組。 

（3） 統計數據：如百分比、金額、人數、小數。 

（4） 十以上的整數。四位數以上數字加四位數撇節法；起訖範圍用

全形「波浪號」隔開。 

（六） 譯名：外國人名、地名、機關名稱、著作、專有名詞、學術名詞之引

用，盡量使用通行的中譯，並於內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附

加原文全名。 

（七） 簡稱：於內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使用全稱，並用「括號」說明簡稱，

再次出現時，可直接使用簡稱。 

（八） 腳註：採當頁註，置於每頁下方。依內文中出現順序，用上標阿拉伯

數字標示於標點符號之後。 



 

 

四、附錄 

（一） 須有序號（中文以 1、2……表示；英文以 A、B……表示）和標題。

序號和標題之間，用「冒號」隔開。 

五、參考文獻 

（一） 詳見「教學實踐與創新論文引用文獻註明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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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名 

 

摘 要 

 

  內文 500 字以內，12 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用「Times 

New Roman」，左右對齊，1.5倍行距。 

 

關鍵詞：幼兒行為輔導、問題探究導向教學、敘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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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正文第一層標題 

  內文 12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用「Times New Roman」，

左右對齊，1.5倍行距。 

一、 正文第二層標題 

  內文 12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用「Times New Roman」，

左右對齊，1.5倍行距。 

（一） 正文第三層標題 

  內文 12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用「Times New Roman」，

左右對齊，1.5倍行距。 

1. 正文第四層標題 

  內文 12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用「Times New Roman」，

左右對齊，1.5倍行距。 

(1) 正文第五層標題：內文 12 號字，中文使用「標楷體」；英文及數字使

用「Times New Roman」，左右對齊，1.5倍行距。 

 

表 1 

教學內容面向分析結果 

題目 
非常同意 

（4分） 

同意 

（3分） 

不同意 

（2分） 

非常不同意 

（1分） 
平均 

1. 課程教材內容難易適中

能理解 

8.13%（9） 62.50%（20） 9.38%（3） 0.00%（0） 3.19 

2. 教學進度安排合理適當 40.63%（13） 50.00%（16） 9.38%（3） 0.00%（0） 3.31 

3. 上課內容對學習主題有

所助益 

58.06%（18） 41.94%（13） 0.00%（0） 0.00%（0） 3.58 

4. 課程內容能應用到專業

實務或生活 

62.50%（20） 34.38%（11） 3.13%（1） 0.00%（0） 3.59 

5. 作業內容能深化我對本

課程的學習 

50.00%（16） 37.50%（12） 9.38%（3） 3.13%（1） 3.34 

6. 課程內容及作業要求很

有挑戰性，學習過程會感

到吃力 

6.25%（2） 46.88%（15） 21.88%（7） 25.00%（8） 2.34 

註：1. 括號內數字為勾選該題目的學生人數。2. 第 3題答題人數 3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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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勝算比之計算公式。取自臨床流行病學精要（頁 217），呂宗學，2000。臺

北市：九州。 

 

 

圖 2 比較實驗組與對照組在 T0～T4 五次 z 分數之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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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Abstract 

 

  內文 250字以內，12號字，Times New Roman，左右對齊，1.5倍行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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