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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科學研究的構成

科學上的每㇐項巨大成就，
都是以大膽的幻想為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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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走在中原商圈的大街上，發現有些
商店生意仍然興旺，有些商店卻門可羅雀。因此起了想探究為
何有此差異之心，進㇐步了解後發現，生意興旺的商店大多是
老主顧回購所致。

實證上可觀察-主題應該存在於可觀察的範圍中得以利用感官感知。

㇐般化-形成命題與假設再到驗證過程。(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等)

概念-對現象本質的看法與指稱。(忠誠度/績效)

運作模式-歸結某種規律性扼要描述規律。(顧客忠誠度影響組織績效)

研究主題→顧客忠誠度影響組織績效之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關注的是「大局」，學者是從實證上可以觀察，以概念形成適
合研究的主題，再透過㇐般化過程，找出描述「大局」的運作模式。



科學研究的構成

 現象－經濟不景氣時，走在中原商圈，發現有些商店生意興旺，有些稀疏。
 本體－生意興旺的商店大多是老主顧回購所致。
 構念－為本體創造或找到多個概念 →【顧客忠誠度】+【組織績效】。
 命題－為現象建立命題(論文主題) →【顧客忠誠度影響組織績效】。
 定義－為概念定義【顧客忠誠度】/顧客回購率。【組織績效】/年度營收。
 變項－【顧客忠誠度】→ 自變項。【組織績效】→ 因變項。
 假設－顧客回購率與組織年度營收相關。
 實證－用問卷調查中原商圈商店2010到2020年的顧客回購率與年度營收。
 理論－顧客忠誠度影響組織績效。
 否證－爾後發現本理論非適用在每㇐個產業/業態/區域，修正為的新命題。

 社會科學研究是種「學術性探究」，研究過程包 含下列步驟：

現象
本體 構念 變項

定義
實證

否證
理 論

命題 假設
模式



科學研究的構成

 現象－社會科學在研究「現象」，任何研究不能脫離現實的「現象」。
 本體－觀察現象找出「本體」，不同學者認知不同，造成表述多樣性。
 構念－依「本體」義涵命名，成為「概念」，「概念」有不具足性 。
 命題－將描述現象的概念串接成「命題」，「命題」的效度很重要 。
 定義－為「概念」下「操作型定義」，從抽象層次 到具像與實證層次。
 變項－「概念」因操作型定義可測量，以不同狀態呈現，故為「變項」。
 假設－「命題」轉換為「假設」，目的在測試其邏輯與實證性。
 實證－用問卷調查驗證「假設」的正確性。
 理論－若「假設」正確，即成為「理論」。發明「理論」是科學的最終目的。
 否證－「理論」即使是真理也是短暫的，「否證」後修正為的新命題。

 社會科學研究是種「學術性探究」，研究過程包 含下列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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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社會科學研究是種「學術性探究」，研究過程包 含下列步驟：

挫折緣於心理與環境的衝突

挫折具有累積性與加成性

無法排除的挫折感導致攻擊

 挫折導致攻擊理論

構念
命題

理論

現象
本體 構念 變項

定義
實證

否證
理 論

命題 假設
模式



科學研究的構成 – 概念與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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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concept）
概念是建立科學的基本礎石。
從類似個例中抽出共同屬性，稱為抽象化歷程，經由這種歷程所獲得的

共同屬性便是概念。因此，㇐個概念便是㇐個類名（class name），所
代表的是該類事物的㇐種或數種共同屬性。

用來表示㇐群事物共同特徵的名稱。
所有思想與溝通的基礎，故應先做明確定義。
抽象化的歷程（屬性、特徵、性質）。
概念的性質

─ 多樣性（區分成物理概念與心理概念）。
─ 抽象性（超越名詞的范圍意義）。
─ 普遍性（泛指有該特徵的事物）。
─ 層次性（概念形成目的乃在辨別事物異同）。
─ 複合性（概念可結合成複雜的概念）。
─ 工具性（人類思考有效工具）。



科學研究的構成 – 概念與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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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種類─物體概念、事件概念、關系概念
概念的重要性─概念定義(conceptual definition)是指㇐種較為抽象、理

論上的辭彙界定。㇐個好的概念定義，必須具備清楚、精確與特殊的意
義，毫無模糊與曖昧的之處。大多數研究缺點都是源於對「概念」界定
的不清楚。

對概念定義，並非是查字典式的字面意義，而是要尋求在此學科內的各
派對此概念的看法，並且自已的概念定義必須使之達成㇐致性。也就是
說，概念是讓terms有其理論依據，同時也讓terms（概念）間建立彼此
的關係。

概念化(conceptualization)是㇐個藉著既有理論定義，而賦予㇐個構念
或概念意義的過程。

 concept clusters：我們通常會將許多分別的概念相互連結成㇐個整體，
即concept clusters。理論本身，也就包含著那些持續而交互影響的概
念群的集合，它們彼此共構成㇐個意義的網路。



科學研究的構成 –概念與構念

構念（construct）
 構念（construct）是特殊的㇐類概念，大都是科學研究者依據研究

的需要，所仔細建構或發明的㇐種概念。與概念相比，構念常常具
有更多的意義。

 由若干個簡單的概念所組成。
 基於研究的需要，所想像創造的抽象概念，故未必真的存在，但它

是可以衡量的。
 構念以能測量為原則。
 為有效研究，構念放入某理論架構中，探討和其它構念的關係。
 華人領導風格對組織變革過程之影響--以台灣菸酒公司為例
 威權領導與組織承諾之關係－主管信任的中介效果
 領導人個人特質與領導風格對營造業管理影響之研究
 千禧世代的壽險業領導風格：僕人式領導

 構念是理論的基本構成要素。
 學術上容許理論不同，但構念希望㇐致，才易溝通。
 構念的產生─經由想像/經驗學習/高層次構念建築在低層次構念上。9



科學研究的構成 –概念與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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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念的特性
─ 內聚性（convergent），因素分析之因素負荷量。
─ 排它性（exclusive）
─ 構面性（dimension），如人格特質由挑戰性、安定性、思考性、

持續性、獨立性、感受性等11個低層次構面所組成。(㇐概念內
各個特徵群聚(grouping)起來時，便是構面(dimension))

 構念的功用
─ 賦予現實社會㇐種看法與觀念
─ 溝通工具
─ 作為分類或㇐般化基礎

 構念與概念的差異
─ 概念可能是可觀察的，構念都是抽象的，故構念又稱為㇐種假設

的實體。
─ 概念是通俗的名詞，構念具學術的意義，如智力。

 構念存在的推論－ 由原因推論、由結果推論、由表現推論



科學研究的構成 – 定義
 定義（definition）
對概念給予明確的溝通基礎
定義只是概念或構念的各部份或角度
可使研究用思考具體及清晰，防止概念曖昧
可增進研究者間溝通的正確性及交換性
良好定義的條件─ 適合於使用語詞的目的
易於為大多數人了解
界定項與被界定項㇐致，並可互相替用
應為被界定項的意義解釋，而非所指事物的說明

定義的種類
 概念性定義─ 用文字界定文字，用概念界定概念
 操作性定義─ 操作化工作主要是讓理論與經驗測量之間相互連結，因

為理論通常充滿抽象概念、假說與因果定義，而經驗測量通常僅是在
某特殊變項關係內，描述人們的關係，故操作化的工作，便是讓抽象
的概念，得以具體用來觀察與描述事實。

11



科學研究的構成 – 定義

─ 可觀察且能在真實情境中印證與解釋的定義，區分成實驗操作
型定義及測量操作型定義。

─ 善用多種方式形成操作型定義（靜態：描述客體或事物的靜態
構造性質、內在品質和特徵等，側重結果。動態：描述客體或
事物所具有的能動的、動態的行為表現，側重過程。)

─ 概念是否具有實證性，視其是否具有操作型定義。

─ 所謂操作是將操作過程寫下來，並將抽象術詞轉變為實證術詞

─ 概念是空的，只有操作化才能作為研究對象

─ 操作型定義需兼顧排他性與普遍性

定義操作化過程應注意下列事項：

 range of variation：研究者必須清楚交代他所感興趣的變項，其
可能變異的程度，以及你究竟想把它研究到什麼程度。比如研究
國民㇐般收入狀況時，往往會設個詢問的上限與下限，而非隨意
詢問。

12



科學研究的構成 – 定義

 variations between the extremes：在構成變項的屬性之間，依
照研究興趣而建構出㇐個合理的變項。比如年齡為18歲，是要將
之界定為18-24歲、還是12-18歲？在此必須將各屬性與選項間的
間隔與以清楚標明：(1)12-18、(2)19-24便於分類與放置。

 界定變項與屬性的重點：在概念化與操作化的過程中，也就是同
時建構變項與屬性的過程。在此有以下兩件重要的事必須注意─

a)所有變項內的屬性並須窮盡(exhaustive)，也就是說我們的分類
與屬性，必須要能涵蓋該變項內所有的屬性，即所有對象的觀
察結果，都能放到屬性的分類中，而沒有遺漏。

b)構成變項的屬性，比需彼此互斥(mutually exclusive)，即每個
屬性之間沒有重疊的灰色地帶，每個觀察對象，只適合唯㇐的
屬性。

測量的層次─ 1) nominal 2) ordinal 3) interval 4) ratio

13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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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項(variable)
 概念是理論層次，不能被觀摩，在實務層次，則被轉換為假說即便項

檢定。
 同㇐概念往往會以不同的狀態或份量表現出來，並產生不同的因果關

係，這種變動的特點，稱為變項。
 變項是㇐個會變化的概念，並在量化研究中是關鍵使用的語言。
 變項與屬性(attributes)之間常會混淆，但它們彼此有其不同用意；變

項和屬性差異之處是，變項是會變化，並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跟著的改
變（因為裡面屬性的分配開始變化）。㇐個變項內的屬性，可以依照
定義上的轉變，而在轉化成為新的變項。

 變項的性質
─並非所有的概念都可為變項，如以〝學生〞為例。
─變項強調群體不同的樣態或程度，不是個體的特性可以改變，如性別。
─ 特性的改變可表現在質與量上。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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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化研究－我們所檢驗單位的特質概念轉化成變項開始，然後再將變項與
變項串連成假設：

中介變數自變數 依變數

調節變數

自變數 依變數

※區隔變數又稱為次級自變數、干擾變數※中介變數是無法觀察的內在心理過程

 中介變項(Mediator)－介於刺激與反應兩變項之間，因外在刺激而引起的內在變化
歷程。中介變項既不屬於可以事先處理的自變項，也不屬於觀察可見的依變項，而
是㇐種假設性概念，用以說明兩種變項間關係的內在變化。此種內在變化不能直接
觀察測量，只能根據刺激的情境與反應的方式去推理解釋。在心理學上，動機、習
慣、學習、態度、觀念等，在性質上均屬於中介變項。

 干擾變數(Moderator)－又稱為調節變數，是㇐個外來的變數，這個外來變數會改
變自變數與依變數之間關係的強弱，則稱這個外來變數為干擾變數，干擾變數可以
是類別變數(如性別、受教育程度等等)，也可以是連續變數(如年齡、薪資等等)。在
使用的目的上，是為了瞭解自變數對依變數的影響在不同的情況下有何不同。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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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二：複雜的現象是由㇐連串的變項所構成的因果鍊。在研究上，隨著各學者對
現象的歧異認知，會採用不同的中介變數解釋因果關係，形成多樣化研究。

 家庭破碎對成年收入影響研究－以成⾧自尊為中介變數
 家庭破碎對成年收入影響研究－以心理抑鬱為中介變數
 家庭破碎對成年收入影響研究－以學習成績為中介變數
 家庭破碎對成年收入影響研究－以自我展望為中介變數

 案例㇐：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中介變項統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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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自變項為A，應變項為Y時，中介變項為M，則中介模式的檢定步驟如下：
1. 對 Y, A, M 作相關係數檢定。

2. 若 rAY, rMY, rAM 三者均呈顯
著關係，則以 A, M為自變
項，對Y作多元迴歸分析，
Y=α+ βAY A+ βMY M。

β表示多元簡單線性迴歸係數，r
表示簡單迴歸相關係數(因只有1
個自變項，即簡單線性迴歸係數)
，r 就是β。

3.中介關係判斷：
 [完全中介作用] 如果βAY 變成不顯著，即 βAY = 0。

模型中A至Y的箭頭可以取消，即如果M不存在，A
對Y將無法證明有作用。即使 βAY 雖顯著，但 βAY ≒ 
0，其作用也極微。

 [不完全中介作用] 如果βAY 顯著，且 βAY > 0，則 A 
為{非完全獨立}自變項。

βAY稱為A對Y的直接效果，rAM × βMY稱為 A 對 Y 的
間接效果，以上兩者的總加為A對Y的總效果。

直接效果 A對Y直接效果﹦βAY

間接效果 A對Y間接效果﹦rAM × βMY

對Y的總效果=直接效果+間接效果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調節變項統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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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節變項
若某些自變項沒有獨立主要效果，卻能導出交互作用，則稱
為 調 節 變 項 (Moderator) 。 交 互 作 用 又 稱 調 節 作 用 。
A與B對Y可能有差異，也可能無差異。但A*B卻對Y有有差
異，就是交互作用，亦即以A觀察值與B觀察值的乘積，為
「調節變項」之值，或稱為「積項(Product term)」。

模型中的 M(Moderator)，其
實表示的是 M 對 Y 沒有效果，
而 A×M 對Y有交互作用效果。

簡化概念模型

 調節模型之統計模式
自變項包括類別資料：

㇐般線性模式(GLM)之多因子ANOVA
調節模型(Moderation Model)，假設變項包括：
變項A、變項B、交互作用（調節變項)：變項
A × 變項B 。如以上 3 者對應變項作用均顯著
存在，稱「完全2因子」調節模型，否則為
「不完全因子」。交互作用也可稱為調節作用，
中文語意的「交互作用」實在比「調節作用」
清楚，所以本系列講義，盡量以「交互作用」
一詞解說。

自變項全部為連續資料：
多元迴歸分析
Y = b0 + bAXA + bMXM + bAM(XA * XM) + e



 路徑分析(PA)常常用以處理中介效果的分析。中介模型為行為科學領域用來驗證因果機制。
 徑路分析是㇐種用來分析變項間因果關係的統計方法，用多元迴歸分析中的標準化迴歸方程

式的估計方法，找出並驗證夠符合模式假設的徑路係數，以求出「因」對「果」之影響力的
直接效果和間接效果，以量化數據解釋這些因果關係的假設。徑路分析具有下列基本假定：
1.所提的因果模式中之變項間的關係，必須是直線的、可加的，以及具有因果的關係；
2.每個殘差值與其「因」變項間不具任何關聯；即假定每個殘差值間是沒有關聯存在；
3.在該因果模式中，只具有單向的因果關係；雙向的因果關係暫不考慮；
4.雖然路徑分析評估因果假設很有用，通徑係數具有相關係數性質，故不能確定因果關係方向；
5.所測量的變項都是屬於等距量尺變項變、項沒有測量誤差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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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徑方程式數相當所有應變項與中介變項的總和。
satisfaction = β11age + β12autonomy + β13 income + e1

income = β21age + β22autonomy + e2

autonomy = β31age + e3

β: 因徑係數(path coefficients)，標準化迴歸係數，
其平方為該因子可解釋的百分比。

e: 誤差 (residual)。

 無中介變項的為直接效果，經過中介變項的為間接效
果，間接效果為β值之積。
age→income→satisfaction .57*.47 = .26
age→autonomy→satisfaction .28*.58 = .16
age→autonomy→income→satisfaction .28 *.22 *.47 =.03
直接效果 =- .08
間接效果 = .45
總因果效果為直接效果加間接效果(-.08 + .45) = .37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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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徑/SEM模型建構應用範例：使用網路時間探索研究
根據對使用網路行為的因素分析，萃取出5個因素(即5個構念變項) ：情色行為、交友行為、收集
資訊行為、遊戲行為、禮儀行為。故以性別[a1]與此5個構念變項[FAC1~FAC5]，進行對建構「最
近使用網路時間」[kb15]因徑模型的探索式分析。

1.篩選自變項：使用相關分析
發現以下兩兩變項之簡單相

關到達顯著水準：
rak = -.214
rF3.k = .160
rF5.k = .270

F3, F5為因素分析所萃取之構
念變項，故rF3.F5 = 0，亦即
此兩者互為獨立變項。

只存在多元迴歸模型，並無因徑/SEM模型。但假設顯著，繼續建構模型。
rF3.a = -.052、rF5.a = -.115
(未達顯著水準，亦即實質為0，只存在多元迴歸模型，並無因徑/SEM模型。但此處為習題
，故假設顯著，繼續建構模型。)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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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查中介效果與篩選中介變項：使用多元迴歸分析檢查是否存在中介作用
將 k 作應變項，a 與 F3, F5 作自變項，進行多元迴歸分析。選擇逐步迴歸。
經由多元迴歸分析篩選中介變項 檢查標準化多元迴歸係數

發現存在從1~3個自變項的3組多元迴歸模型，且均到達顯著水
準，故將採用第三組模式。同時，可以觀察調整後判定係數的值。

發現：βF5.k = .249、βak = -.183 < rak、βF3.k = .150
性別的影響減少最多，但不為0，故發生了不完全中
介現象。禮儀行為(F5)和收集資訊行為(F3)相互獨立
，故知兩者都是性別的中介變項。

求取間接效果之因徑係數
根據前述相關矩陣，取得間接效果之因徑係數為：
rF3.a = -.052、rF5.a = -.115
這2項係數未顯著，亦即其實為 0。以上驗證，只能
建構「多元迴歸模型」。

(此處為習題，假設這2項係數到達.05顯著水準以上，
而繼續建構因徑/SEM模型。)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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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因徑/SEM模型並檢定因果關係/總效果
建立因徑模型

因果關係/總效果檢定
模型的因果關係可以由總總效果檢定得知。
總效果就是自變項與應變項的簡單相關係數。

直接效果+間接效果﹦總效果
Gender → Time = -.183
Gender → Manner→ Time = .-115 * .249 = -.029
Gender → Search → Time = -.052 * .150 = -.001
-.183 +(-.029) +(-.001) = -.213 = rak

4.故因果正確，本因徑/SEM模型成立。
前報表為 rak = -.214，係經多次運算，有效數字必
然有誤差，實則相同。

進階：因素效度(CFA)檢定
以上程序是假設各自變項、中介變項穩定存在的情況。
如果懷疑原來模型中的構念變項未必穩定存在，就要增加作因素效度(CFA)檢定。

科學研究的構成 – 變項(路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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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變量的設計

─ 分析、確定研究的變量的性質和特點。例如確定研究變量之間是因果
關係還是相關關係？它們分別是主體變量還是客體變量？是直接測量
變量還是間接測量變量？等等。

─ 辨明無關變量。明確研究變量的過程也是辨明無關變量的過程。對于
無關變量，不僅要認真分析，考慮哪些無變量可能對研究結果無影響？
哪些可能有影響？而且對那些有影響的，還需要考慮如何在研究過程
中加以控制的措施。

─ 確定研究變量的數目。不同的研究所含的變量數目是不同的，㇐般來
說，問卷法、觀察法、訪談法所探討的變量數目比實驗研究的多。但
是，即使在實驗研究中，也包含了多種變量和有關的原素。選擇研究
變量時，需要根據研究目標和研究條件，客觀地確定研究變量的數目，
並列出研究變量表。

─ 考慮變量的測量尺度。不同的研究變量，其測量尺度可能是不同的。
考慮研究變量的測量尺度，應該將研究變量的性質、可以選用的測量
工具的性質、擬採用的分析數據的統計方法等結合作整體的考慮。



科學研究的構成 – 命題與假設
命題（proposition）
 對構念的描述，可根據觀察判別其真偽，但未經實證檢定。
 構念是命題的基礎，命題是理論的基礎
 命題係對概念間關係的推測，因此命題係理論與概念間的必要橋樑，如

果缺乏精審的命題，不只資料的搜集毫無意義，理論建構也不可能。
 有用的命題，其概念必須富有經驗意含，而其必須具有可證性。
 命題的提出，除了豐當想像力外，對既成理論之熟悉，也有助命題提出。
 命題無法驗證，需將命題中各概念轉變成對應的變數，成為假設（各變

數間的對應關係）。

如命題：「人群體內主動與情感存在直接關係」
→假設：「打電話次數與擁抱次數成現正相關」

如命題：「在任何群體中，自殺率隨著不同程度之個人主義而不同」」
→假設1：「新教徒普及的國家自殺率高」（個人主義）

假設2：「西班牙自殺率比瑞典低」（集體主義）

24※命題轉換成假設時，㇐個命題可以有多種不同的假設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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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的種類－單變量命題、二變量命題、 多變量命題
 鑑別有用「命題」的幾項標準：
 相關性(Relevance) ㇐所有命題都是要說明其他的事實，所以提出的命題，對於

企圖說明的事實，㇐定要有相關性，否則就成了「無的放矢」。
 概念必須被清晰的界定㇐命題既然是對概念間關係的推測，因此命題所包含的

概念。如果缺乏經驗意含，那麼該命題本身必然經不起經驗的印證。
 與可行性技術相關㇐理論與方法是相輔相成的，如果沒有技術可以用來試驗命

題，是無法有效的陳述可用的問題。
 有說服力(Predictive or Explanatory) ㇐個命題要有說服力乃指由此㇐命題可以

推論出㇐系列可觀察的事實來。如果有兩個可檢證的前提，其中㇐個H1說明力
和預測力人於H2，那麼我們取H1而不取H2。

 必須具有經驗指涉及原則上的可試驗性(Testability) ㇐良好的命題，必須可以驗
證(直接或間接的)，意即其應有觀察的可能性，從而決定贊成還是否定此㇐命題。

 簡單性(Simplicity) ㇐如果兩個敵對命題均具有同等的說服力，我們選擇結構較
簡單者，即如果某㇐命題可以直接解釋某問題或現象，而另外㇐個命題，則要
附加其他許多專職命題，那我們接受前者。

 命題必須與既成理論相容㇐藉著建築在既成的事實及理論之上，科學才能累積
發展，假如每個研究均是孤立的，則科學無法發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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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hypothesis）
 命題的建立係基於實證檢定之目的稱假設
 假設與理論性的研究有關。經由假設的陳述，讀者對理論的探討，才能

夠有㇐個指針。並瞭解理論的基層假說。
 當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檢定理論的內涵時，則應該做假設的陳述。
 暫時性的臆測，目的在測試其邏輯與實證性
 清楚描述自變數與依變數關係的形成
 原則上每命題都可轉變為㇐假設，予以驗證
 研究其實就是㇐個假設驗證的過程
 假設的功用

─ 假設有指導與專注研究的方向㇐假設的功用是指導我們尋找事實間的
秩序。科學是建立在事實之上，沒有假設把事實聯繫起來，科學就無
從產生。故對於事實的分析和分類，必須要有假設作為指引，否則研
究工作就失去了方向和重心。

─ 假設有增進知識與發現的範圍㇐假設是理論與調查(investigation)之
間的必要橋樑。假設使理論永遠有被修正及擴充的可能，因為假設常
由理論演繹推論而形成，假如假設被證實的話，它就成為未來理論建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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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的㇐部份，假如假設被推翻的話，它也加強了理論的地位，由
此可知理論與假設關係十分密切的。

─ 假設有幫助統計與演繹的功用㇐研究者可從假設中推論出個別而
特殊的實徵事象或關係。例如：從「貧窮與落後是共產主義的溫
床」這個假設，可以推論當某㇐個落後或貧窮的國家是否為共產
勢力所籠罩。而後面這個推論，由於範圍較小，因而易加以印證。

 假設的種類─ 描述性假設/解釋性假設/因果性假設。
 假設的好壞

─ 必須是可驗證的，及對變數有明確定義
─ 與研究範圍的知識㇐致
─ 應該簡約避免複雜的概念
─ 應以量化或便於量化的表達
─ 具有邏輯的單純性，不必在附加其他假設
─ 用來描述事實可用許多方法檢驗

 假設形成方式─ 理論的演繹/直覺的歸納/綜合演繹及歸納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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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上的假設
社會科學研究並不直接檢定研究假設，而是先成立與研究假設相反的虛

無假設，檢驗虛無假設，進而間接檢驗研究假設，此目的在避免抽樣誤
差。若證明研究假設正確，其中可能是由於抽樣誤差所引起的，所以成
立與研究假設相對的虛無假設，虛無假設係表示「若有差異，是由抽樣
誤差引起，而非母體真實情況」。若證明虛無假設是對的可能性很小，
就可排除抽樣誤差的說法，也表示研究假設"可能"是對的。

建立虛無假設代表假設檢定要更嚴苛，是㇐種二階段驗證假設是對的步
驟。隨著我們反覆檢定並拒斥虛無假設，對立假設會得到更多的支持。
 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Ho) ─ 是指假設的陳述方式是以「無差異」的形

式表示者。通常統計學習慣採用此種陳述方式，如「高智力和低智力的學生
在學業成就上沒有差異」。

 對立假設(Research Hypothesis，H1) ─ 研究者所欲探討的假設稱為研究假
設；對立假設所描述者，乃是研究者所預期的結果，當然不會是來自機遇的
因素，如 「高智力學生在班上學業成就高於低智力的學生」。

若我們想證明「住校學生的成績會優於住校外通勤學生的成績」。
–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 Ho：居住地點與成績無關。
–對立假設(Research Hypothesis) H1：居住地點與成績存在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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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何凝聚出研究問題，取決於採行的是歸納法/演繹法/類比法。用歸納
法時，由證據當中的特定細節開始，然後推展到普遍的概念；而用演繹法
時，則從普遍概念開始，推向使用特定證據加以檢驗之。

 演繹法：
由大到小/由㇐般到特殊/由整體到個體

 歸納法：
由小到大/由特殊到㇐般/由個體到整體

 類比是從已知者推及類似者，歸納是從已知者
推及同類者。但類推的結果，也可以擴及同類，
所以類推先於歸納。而歸納所得的普遍原理，
又是演繹的大前提，因此類推先於歸納，而歸
納又先於演繹。

 類比的方法雖不及歸納或演繹來的精確，但世界上本來就有許多事情，可
以類推，有時候還必須用類推的。

 類比雖不能算是最後的判斷，但它由特殊推特殊，在科學研究上往往可以
啟示定律或普通原理的作用，如富蘭克林見空中閃電與實驗室的電光相似，
遂斷定空中有電，就是用類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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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繹法〈reduction〉
由已知事實/基本知識/理論推導出新的理論或個案。
數學模式推倒、邏輯推論、系統建構多屬演繹法。
演繹法有三段論法。所謂三段論法必有三個命題：大前提、小前提和結

論。也就是須具備兩個前提和㇐個結論。這三段命題之中又含有三個名
詞：A.大名詞，B.中名詞，C.小名詞。完整的三段論法必須三段俱全，三
名俱備，並按㇐定的推論形式，才能形成，試先舉例如下：

凡 金屬（B）都會導電（A）………….大前提
鐵（C）是金屬 （B）………….小前提

故 鐵（C）會導電 （A）….……….結論

其中第㇐段是大前提，包括大名詞與中名詞；第二段是小前提，包括中
名詞與小名詞；第三段是結論，包括大名詞與小名詞。其公式如下：

凡 B 是 A…..大前提
凡 C 是 B…..小前提
故 C 是 A…..結論

演繹要能正確條件 ：1、前提不能脫離真實世界現象〈真實〉。
2、結論依附前提，若有不真，則結論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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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繹法功能–演繹可以作為邏輯註明工具/對科學理論的發現具有推動
作用/為科學發現中的實踐活動提供意見/檢驗科學發現中提出的假設。

 /應用–三段論式是演繹推理的基本方式，但在實際的語言運用裡，是
可以變通的，包括：變更順序、省略、加助詞和改變語氣等。

例如：凡運動有益健康（大前提）；凡慢跑是運動（小前提）；故慢
跑有益健康。這個三段論式，可以變成：

 變動順序：1.慢跑是㇐種運動（小前提）；凡運動都有益健康（大
前提）；所以慢跑有益健康（結論）。這是變更大小前提順序。
也可作：1.慢跑有益健康（結論）；2.因為慢跑是㇐種運動（小前
提）；3.而運動有益健康（大前提）。這是把結論提到最前的說法。
（引號中的是所加的助詞）

 省略：即在無損原意之下，可省略三段中的任何㇐項。例如：
 運動有益健康，而慢跑是㇐種運動。（省略結論）。
 慢跑是㇐種運動，故慢跑有益健康。（省略大前提）。
 運動有益健康，故慢跑有益健康。（省略小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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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 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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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納法〈induction〉
 歸納法是先去觀察許多個體，再從許多個體的共通點，或由數個事實歸納出結

論，又稱為實證性通則。
 歸納的結論，若具有永恆性，則其變為演繹的基礎。
 完全歸納法： 把前提所含的特殊事實㇐㇐枚舉，毫無遺漏，故又稱枚舉歸納法：

1、王㇐、王二、王三、王四都是胖子。( A、B、C、D 是 P)
2、王㇐、王二、王三、王四是王老大所有的孩子。(A、B、C、D 是 S)
3、所以王老大所有的孩子都是胖子。(故 S 是 P)

 不完全歸納：因為特殊事實不能完全盡舉，只舉出部分的特殊事實，便據以推
概出普遍原理，故又稱推概歸納。它是從部份的真，推斷全部也不例外，並據
以建立通則的方法，例如：
1 、雞，鴨，鵝，鵲…..卵生。（A,B,C,D是P）
2 、雞，鴨，鵝，鵲…..禽生（A,B,C,D是S）。
3、故凡禽類皆卵生（故凡S是P）。

 歸納法可透過觀察、實驗求得新的普遍原理，所以是求的新知的科學方法，它
是科學家用以探索真理的銳器。不過在使用時要遵守以下規則：

1、實例須靠的住。
2、實例越多越好。
3、實例必須沒有反證。



科學研究的構成 – 推論
 類比法
類比法是根據兩件事物已知的相似點，推論它必有㇐別的相似點。例：

1. 小虎A歲、讀B校、C班、住D巷，他有果糖。(P有A,B,C,D,且有E)
2. 我也A歲、讀B校、C班、住D巷。(S有A,B,C,D)
3. 我也應該有果糖。(故S亦有E)

規則
 根據的事實必須可靠。
 類似點必須完全類似。
 已知相似點愈多，則未知事件的相似機率愈高，其結論可靠性也愈大。
 相似點與所要推得的結論相干：與結論不相干的因素，在多也沒用。
 相異之點不得與所要推得的結論箱抵觸。

類比功能
 類比類比推理的解釋作用
 類比推理的啟發與探索作用
 類比法的模擬作用
 類比法的仿造作用
 非推式類比的助發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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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 理論
 理論 (Theory) – 所謂「理論建構」，就是「經過理論化或根據後設

理論，而建構理論之過程」。凡理論化的問題必然是科學化的問題。
任何㇐種研究只要它的過程合乎經驗理論的建構原則，就是屬於科
學研究。研究科學化的問題，必須依據理論建構原則。

34

McClelland三需求理論
工作情境中有三項主要的需求或動機：
— 成就需求：超越別人，追求成功的慾望
— 權力需求：塑造和控制他人的行為，追求影響力的慾望。
— 歸屬需求：追求友誼和親密的人際關係，是讓別人喜歡和接受的慾望。

Vroom期望理論
1. 員工會受到激勵以提高生產力。員工相信他的努力可以得到好的績效考核，而

好的績效考核可以得到組織的報酬，報酬可以滿足員工的個人目標。
2. 三種關係：
— 努力－績效關聯性：員工相信付出㇐定的努力之後，可以達到績效的機率。
— 績效－報酬關聯性：員工相信達到㇐定水準績效就能得到預期結果的程度。
— 吸引力：工作中所能獲得的可能結果或報酬，在員工心中的重要性。

物理理論：F=ma、E=mc2、、、、。



科學研究的構成 – 理論

 理論的功能：
 理論基礎可累積前人研究的知識，並與目前將進行的研究做整合，以便對現象

做更佳的解釋。
 理論基礎可以連結研究者及前人的研究，以發展更成熟、更精緻的理論。
 理論基礎可以提供研究主要構念及各構念之間關係的來源，使研究者能更深入

的以這些構念來探討新現象。
 理論基礎可提供研究者㇐個概念架構，以便組織整篇文章之理念；並讓研究這

發展其心智模式（mental model），以便詮釋整篇論文。

 理論扮演的腳色：
 理論代表研究的導向(orientation)。理論可縮小研究範圍，給予研究的方向。
 理論代表研究概念化過程(conceptualization)。有理論才能將具體現象抽象化。
 理論代表研究的分類(classification)。例如，控制通貨膨脹就有二個學派，貨幣

理論及市場供需理論。
 理論代表研究的彙總(summarization)。理論將複雜的現象加以簡化。
 理論代表研究的方向(direction)。若現有的理論在某個問題上出現理論的缺口，

為能提供合理的解答，及形成另㇐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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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 理論

 科學家建立的理論，即使是真理也是短暫的。誠如Kuhn(1970)所說：
「真理並不適合成為科學的目的，而科學旨在創造真實(realities)」。
 ㇐個建立在沒有足夠之事實為依據上的理論，不是㇐個完美的理論。
 ㇐個以超驗理性為根據的理論，只能算是㇐種神祕主義式的理論。
 ㇐個立基於不精確的思考方法上的理論，必是個錯誤百出的理論。
 只有立於客觀事實，透過推理過程和實驗方法，才能說是個科學的理論。
 系統化的相關陳述，解釋社會生活特定面向，可被驗證/精緻化，但非代替真理。
 理論是由相互關連命題所組成的㇐個廣泛體系。這些命題與社會運作有關，在

相關廣泛範圍適用，但不能放諸四海，即理論的適用性是有限度的。
 理論目的用來解釋及預測社會現象，可被檢定，具實證意義的邏輯架構。
 理論是科學的最終目的，科學家最終目的發明理論，凡事都從理論發展而來。

 對理論常見的誤解
 ㇐般人常將理論與實務視為對立的：其實理論是來自實務，它將事物特性觀念

化、㇐般化、抽象化、知識化。換句話說，沒有任何東西比理論更實務的。
 將理論視為規範性的哲學(what ought to be)，其實不然。理論只是描述事物關

係的特性，它是「what it is」而非「what ought to be」。
 將理論視為真理(truth)：其實科學家不是在建立真理，而是在追求真理的「方

法」，理論只是暫時性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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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的構成 – 理論
 理論建構的途徑
 途徑㇐「內部細緻化」：

在㇐個完整的領域內，使內部的解釋更加細緻、更適當化。
 方法㇐：在「自變數A影響依變數B」關係中，添增㇐個中介變數C，使原來的

「A→B」變成「A→C→B」的關係。
 方法二：在「自變數A影響依變數B」關係中，添增㇐個干擾變數C，使原來的

「A→B」變成下列圖示的關係：

 途徑二：「外延法」：
在㇐個較小的領域，先求取完整的解釋，然後將此結論延伸至相似領域：
 方法㇐：由已知「A→B」延伸為「A→B→C」，即從已知A與B的關係中延伸

至C的知識。
 方法二：由原先發現A會影響B，後來又發現C也會影響B。
 方法三：由原先發現A會影響B，後來又發現A也會影響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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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的學前準
備→學童的幼稚
園畢業成績」理
論的擴展



科學研究的構成 – 模式
 模式〈model〉
 對㇐個理論的表達，包括這個理論內的物件、行為及功能的描述。
 理論旨在解釋某種現象，模式解釋理論中現象的關係。模式是理論的分身。
 理論屬於上層次概念，模式是屬於下層次的概念。
 模式通常由符號而非實際物體所組成，亦由概念的邏輯安排來呈現。
 模式特定─ 將真實事件縮小的複製品，以供實驗與驗證用
 將真實抽象化，簡約化，但仍儘可能代表最基本特性
 非理論，只是便於驗證理論
 不必與現實現象㇐致，但概念架構是理論架構與評估工具
 模式是用來表示欲研究變數群的關係與架構

 理論：工作特性影響工作滿足感
 模式：

可協助建立假設



科學研究的構成 – 模式
 模式設計－變數間關係觀察與掌握/ 使用不同性質變數(自變數、外生變數等)。
 模式的功用：描述/解說/預測
 模式的要素：

 簡化明白─將複雜現象簡化
 明示─將變數關係〈相關、因果〉明示
 再形成─模式可不斷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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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ffman＆Novak(1996)曾以心理、
溝通、媒體研究、人類電腦互動的
角度，結合心理學與行銷學，提出
㇐個觀念架構來解釋消費者在網路
上的心理與行為。此概念模式之可
以探討議題包括下列幾個：

 使用者對Internet特性知覺的認知傾向。
 探討影響Internet使用者產生流暢經驗

的促進因素。
 探討流暢經驗對瀏覽者心理面及行為面

的影響。
 高、低Internet涉入族群的特徵側寫。
 研究影響消費者Internet注意力的相關

因素有哪些。
 高、低Internet焦慮族群的特徵側寫。
 影響國內Internet使用者網路購買意願

之相關因素。



科學研究的構成 – 結論

結論
 螺旋型理論建構：

40

 理論建立程序：



附錄 – 批判性思考

 科學研究是精密與精準的思維運作。

 批判思考並非消極的批評或挑毛病，本質上具有評估功能，即針對主張
訴求/內容邏輯/信仰信念等，從事準確/持續/客觀的分析，從而判斷其
準確性/妥當性/價值性。

 批判性思維之內涵(亦可作為評估與評選之掌握要點)
 妥切把握事物間關係(包括異同、因果、主屬等關係)。
 洞悉問題的關鍵。
 區辨主要與次要因素之別。
 瞭解作者之動機目的、哲學觀點及表達技巧。
 鑑別所下定義是否得當。
 評析內容有無離題。
 檢視所述內容有無矛盾、不妥之處。
 客觀審查來自權威者或單位的主張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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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批判性思考

 明辨事實、意見及宣傳之不同。
 重視言論主張有無適當事例佐證。
 嚴格區分事例價值：支持？反對？或與假設無關。
 檢視是否依據前提推論。
 辨認結論是否周延貫達，抑或以偏概全。
 明確區分有關與無關資料或因子。
 有效掌握自變項或依變項。
 發現文中假定內容。

 事物價值的評估與判斷方面，下列行為特質急需重視：
 正確設定評判標準或條件。
 對言行對錯的評判。
 對意見偏好的選擇。
 對事物愛惡的鑑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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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批判性思考

樹的醫生

啄木鳥飛到樹林裏，停在㇐棵樹上。他看見這顆樹的樹
葉，有些變得又黃又乾。啄木鳥想，這棵樹也許有病了，他要
給樹治㇐治病。

啄木鳥先用爪子抓住樹幹，再用⾧嘴在樹幹上敲㇐敲。
他的樣子就像醫生給人看病。他敲到㇐個地方，發現聲音不同
，知道裏面有了蟲子。他就把樹幹啄㇐個洞，從樹洞裏拉出蟲
子來吃。

啄木鳥把蟲子吃了以後，沒過多久，這棵樹就⾧出新的
葉子來。啄木鳥真是樹的好醫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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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批判性思考

 指引㇐：辨明課文標題與文章內容的㇐致性。

 指引二：洞識作者寫這篇文章的動機。

 指引三：找出中屬於結論的句子，並指出支持這些結論的事證或理由。

 指引四：發現課文中情緒性用詞或句子。

 指引五：指出課文中以偏概全的結論或敘述。

 指引六：請說出課文的重點。那些是事實？那些是意見？

 指引七：區分出文中那些是重點、次重點？那些是多餘可不要的內容？
有無漏失什麼？

 指引八：請學生指出課文中主要的人、地、時、事、物。

 指引九：指出課文中權威性的句子或敘述。

 指引十：請列舉出課文中所述情節發生的假定或先備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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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批判性思考

 指引十㇐：請挑出課文中價值判斷的句子。

 指引十二：請找出課文中誇張的句子。

 指引十三：請列出作者從事價值判斷的指標。

 指引十四：請說出自己的看法。

 指引十五：請找出課文中自己不贊同的句子。

 指引十六：比較不同、相同點。

 指引十七：比較優勢，並說出所依據的標準或特質。

 指引十八：舉例說明近似而不相同的例子。

 指引十九：評論文中所述行為（這樣做）之好壞，並說明理由。

 指引二十：找出兩個（或三個）事物（人物）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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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辯證思維

何謂辯證思維：
把思維對象作為㇐個對立統㇐的矛盾整體，從其內在矛盾的運
動、變化以及各個方面的相互聯繫中進行考察，從而認識事物
的總體演化及其系統的動態秩序，以便從本質上系統地、全面
地認識對象。

根據矛盾在判斷中的表現，常見的有下列幾種類型：
謂項自身矛盾形式：s是p又是非p。如：貨幣是價值尺度又

是價格標準。
主項自身矛盾形式：s與非s是p。如：質與量是事物自身固

有的規定性。
主謂項互為矛盾的形式：s是p，p是s。如：生產直接是消費，

消費直接是生產。
判斷互相矛盾的形式：s是(不是) p，而是(不是) 非p。如放

棄土地是為了保存軍力，也正是為了保存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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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辯證思維

矛盾類型舉隅：所有這些呈現對偶性的範疇，都相互依存、
相互轉化、相互滲透。

辯證思維的原則

全面性原則–把握㇐事物結構方面/事物發展階段/現象與本
質的整體性。

聯繫性原則–把握事物之間的相互依存性/相互滲透/相互轉
化//直接聯繫和間接聯繫。

發展性原則–把握事物的發展是內因與外因相互作用的結果
/內部矛盾運動是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事物的未來發展。

47

同㇐與差異 個別與㇐般 部分與整體 質與量 肯定與否定
單㇐與繁多 內容與形式 本質與現象 偶然與必然 可能與現實
原因與結果 理由與推斷 絕對與相對 抽象與具體 ……..



附錄 – 問題解決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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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在不同脈絡解決問題的能力
要得到智慧，學生要學會怎麼把經驗移植到新的問題(脈絡)中，並且不

斷的練習再脈絡化。
醫治疾病的是醫

治疾病根源，而
不是症狀。患者
感到疼痛，不是
給止痛藥就好，
而是要找到疼痛
的原因。這個例
子說明了，真正
的解決問題不是
給症狀解，而是
要找到問題的根
源，問題才能真
正有效的解決。

這就是「解決根本問題」的思考架構。



附錄 – 問題解決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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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 問題解決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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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解決學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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