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講座/活動 

活動名稱 
論文寫作—專題講座 

東摸西摸做田野：一場生命經驗的跨域實踐與研究 

執行單位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 

活動聯絡人 謝志龍 電話/分機 5305 

執行日期 107 年 10 月 20 日 

執行地點 台東大學人文學院 3 樓南島展覽室 

參與人數 教師人數 學生人數 校外人士 

1 人 17 人 0 人 

活動主旨 協助同學在未來的論文寫作過程中能更有效率、更有方法、更為順利

地完成學位論文。 

活動整體滿意度 

(請提供滿意度調查附件) 

90% 

活動過程簡介 

(500~800 字說明) 

對大多數的研究生而言，學位論文的寫作及完成常是研究所生涯

中最困難、最煎熬的一段歷程。從最初的茫然困頓，不知研究題目在

哪裡的焦慮；到確定題目、開始從事實證研究的辛苦；到中途企圖分

析與解釋資料、建構論點的困難；再到論文寫作的膠著，整個過程常

是充滿挫折起伏、考驗耐力及韌性的試煉。不少同學無法通過考驗而

中途放棄；更常見的是，即使勉力完成論文，更多同學從此認定自己

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料子，帶著失望就此離開學術研究。 

論文寫作真的是如此困難嗎？所以本課程邀請曾獲得博士論文獎

的專家學者進行分享。 

講者：臺匇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施聖文」助理教授 

(博士論文獲臺灣社會研究學會 2013「批判與實踐碩博士論文獎」) 

圖文說明 

(5~8 張) 

  
專題講座海報 



 

 
上圖：施聖文助理教授進行專題講座 

 
上圖：施聖文助理教授分享論文寫作的實踐方式 

  
上圖：研究生要保重身體啊 

其他附件 

1. 學生心得或學生作品(若為照片需以文字說明) 

2. 學習成效評量或滿意度調查表及分析結果說明(請提供電子檔案) 

 

如何撰寫論文「東摸西摸做研究」授課心得 
 

    在老師們精心策畫及安排下，特別於 107年 10月 20日(六)邀請施勝文教授



 

針對「東摸西摸做研究」論文如何撰寫提供經驗分享，俾利學生們論文撰擬執行。

施教授就個人田野調查階段提供經驗分享，藉著批判式與對話式的思考，讓田野

調查提供更多的知識領域，在講演及心得分享中區分個人田野調查及撰寫論文經

驗分享。所謂田野調查，又稱田野研究或田野工作，包含有野外調查、實地考察

等稱，為對於描述原始資料蒐集的概括術語，其所應用的領域包括民俗學、考古

學、生物學、生態學、環境科學、地理學、地質學、地形學、地球物理學、古生

物學、人類學、語言學、哲學、建築學、及社會學等自然或社會科學領域。 

    田野調查必頇先了解整個問題性質，目的及方法是讓整個田野作業精隨，教

授依個人於桃園市復興區各個原住民部落闡述經驗分享，目前傳統領域劃定是原

住民各族群目前最大的問題與矛盾，問題是各族群及各部落的主客觀分析、矛盾

是傳統領域重疊區要如何區分及劃定，各問題與矛盾已是長期問題所在，因此田

野調查必頇先行了解問題性質所在，方能後續作業執行。傳統領域是指原住民傳

統領域，是原住民原本的生活空間，包括部落所在地、耕地、獵場、漁場、聖地

等，也包括海域與河流。原住民原本的土地制度是共有制，土地大多屬於家族、

氏族或部落共同擁有，甚至幾個部落共同擁有，很少屬於私人擁有。根據十年前

原民會委託學者完成的調查，目前 16 個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總面積大約是 180

萬公頃，主要包括中央山脈及東部地區。由於日本政府 1895年的日令 26號〈官

有林野及樟腦製造業取締規則〉以及國民政府 1947 年的〈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

辦法〉，原住民傳統領域大量被搶奪成為日本官有地，又成為中華民國的公有地。

180 萬公頃土地目前大部份所有權屬於林務局、國家公園、退輔會、大學實驗林

場等等政府機關，少數屬於非原住民私人、公司或財團、或原住民私人。原住民

傳統領域是由部落自主劃設，根據耆老的口述、相關文獻記載、當地遺址等等來

記錄部落曾經生活的領域。每個部落整理出來之後，還要跟鄰近部落互相討論，

協調彼此重疊的部分，以免造成衝突。因此，傳統領域是沒有辦法亂劃的。 

有人問，傳統領域是以哪個年代為準？原住民傳統領域不是一種遠古、不變的事

物，也無法呈現一百年前的實況，而是比較像是「現在的人為了所選擇的將來，

對過去進行的詮釋」。這也不是無限制的詮釋，因為鄰近的部落或家族也會做這

樣的詮釋，如果有互相重疊的部分，必頇彼此協商。傳統領域比較像是將權力交

回原住民手中，讓原住民自主調查、自主詮釋、與周圍部落協調達成共識，讓部

落開始培養能力與國家討論土地與自然資源管理等議題。 



 

 

 

    因先前休學 2年，目前論文部分尚未開始作業，也還沒有找指導教授，因該

要開始擬定論文進度；再來教授在問題研討中，特別提出個人論文撰寫經驗及分

享，就各章節如何擬訂、如何上線下載論文、論文計畫大綱作業方法等等，其最

重要的是「論文的可閱讀性」更讓我印象深刻，因此，這次施聖文教授「東摸西

摸做研究」講演，對我未來撰寫論文提供各多的資訊及參考。 

 



 

 

專題演講(1)：如何撰寫質化論文 

自我心得 

本次論文演講主題為：淺談研究：研究、寫作、與生活，其中又分為5個主題，有

課程進度、參與者權利義務、一篇學術論文應該包括、打預防針—論文寫作症候群、論

文寫作分享、以書面形式來思考、與讀者建立聯繫。在這次論文演講中，講師提出許多

過去在博士階段所做的田野調查，從過去在舒適圈，跳脫之後進入一個完全沒去過的原

住民部落，從這部落中去了解當地的生活，融入當地的生活，漸漸了解到這些原住民所

面臨的弱勢，開始參與許多社會運動。在講師論文中提到，回顧原住民的傳統領域調查

所進行的部落地圖繪製的經驗，檢視在臺灣山地治理的歷史過程中，圍繞在不同的行政

治理、族群社會制度，面對在各種「劃界」的政治中，對應其族群、部落等在傳統思維

的轉變，以及目前進入行政體制操作的「傳統領域」產生了什麼樣的異變。因此，回顧

從日治時期到2005年之間，山地治理的歷史過程企圖分析與釐清各種不同政權所開展的

治理技藝，並隱約的看到一種「劃界」的理性與制約，不斷地對於山地進行分割與定置，

直接地影響到原住民社會內部，包含對於傳統的再理解與再詮釋。從畫界的政治的概念

分析國家治理技藝背後所秉持的合理性，在國家劃界行動的開展下，當「傳統領域」進

入了國家的視角時，一種清晰化、簡單化、集中化、定置化的目的，企圖抹帄傳統與地

方知識的複雜性，以及抹除原住民在山地中的權利。因此，可以看到臺灣山地治理過程

中，一種特殊的歷史社會成因：殖民性格在山地治理中的延續、行政的力量成為國家第

一線的執行者、經濟的計算所進行定置化的社會工程、政治權力的吸納與再度援用國家

的劃界思維，都同時的佈置在部落住民的生活周遭空間中，排除原住民在傳統領域間的

採集、狩獵、林產物的使用、甚至在穩定社會秩序與安全的配置上，分割了傳統領域的

空間，不斷地反覆在地方行政的操練下，逐步完成了對於原住民族的控制。 

之後講師在這麼多經驗中，記錄著一路的過去經驗。在田野調查及質性訪談中，最

重要的是站在被訪談者及當地的環境，從這些人中可以了解到更多訪談者想了解的內

幕，對於往後在做研究上烤已有許多的幫助。 

 

 

 



 

國立台東大學 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在職進修專班 

聽演講-心得報告 

科目名稱：論文寫作         

時間：107年 10月 20日（六）下午 13：10-16：00 

地點：國立台東大學人文學院 3樓 302教室 

演講題目：質性研究-東摸西摸作研究(一場生命經驗的跨域實踐與剖析) 

演講者：台匇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施聖文博士 

    今天中午班上要辦理迎新活動，接著下午的課，老師有安排要聽演講，上

午匆匆忙忙的地趕到教室，要幫忙布置迎新的場地，進入教室後，看見較早到

的同學已把桌椅擺放整齊，飯後甜點以擺放好了，唯有主餐尚未出現，訂餐的

同學還和廠商確認送達的位置，質問為什麼還沒到?是不是送錯地方?迎新活動

在有些小緊張的情況下揭開了序幕。 

    下午論文寫作的課老師安排一場演講，邀請台匇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的

施聖文博士演講，教授演講的題目是東摸西摸作研究(一場生命經驗的跨域實踐

與剖析)是有關質性研究的演講，教授提到要分享的會著重在 2個方面:一個是

論文寫作方面，另一個會著重在田野的過程中如何形成問題意識，這是比較需

要的。教授說生命經驗不要把生命看得太偉大，其實就是生命關懷，在求學過

程中的艱困生活，不用把它看成是某種大志業、理想、熱情、沒甚麼，就是生

命經驗。跨域是知識的辯證。東摸西摸，是因為我甚麼都學，甚麼都研究，所

以，進入田野研究後，我可以很快地從田野抽離出來，可以抽離是一件很大的

事情，讓自己不會被困在裡面。同學們也可以適當地去接觸不同的田野，不同

的領域，都有可能讓你有幫助，對你的田野可以有回饋和反省。 

    在田野的過程中，不論是跟長官的談話，同事的聊天，如果陷入某個問題

思考不出來，那就要把眼光往外看，第一個往外看的要件，就是質疑你生命中

所有的理所當然，生活中有太多的理所當然。例如你是公教人員，有句話叫「依

法行政」，你是完全不會去質疑他的，你的工作場域也有很多的理所當然，你

是要去質疑的。就像我碩士做的研究是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場域-泰雅族，在做

田野調查後，才慢慢知道，早期泰雅族是沒有東、南、西、匇方位的觀念，如

果是你，你會不會認為這是生命中的理所當然。 

    進入田野後，要寫自己的田野筆記，包括自己的反省、自己的觀念等等，

不論大小事，有趣的，都可以記錄下來。有些規定不能寫，也很難寫在論文裡

面的東西，自己就要把這些作業辦法背後是怎麼被制定出來的原則，去把他拉



 

出來，我們要揭開生活中，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束縛是怎麼來的，我們也沒有

證據去控訴公部門。 

    重要的田野筆記無法刪除的，就全都放進論文中，在田野中的書寫，對研

究者來說是很重要的，你如何證明你在田野底下的位置，怎要說服你的老師，

我這樣的田野，對我的問題意識是重要的。篩選過的田野筆記，放進論文中不

是瑣碎的交代脈絡，而是要有一定目地的要去回答甚麼問題，否則就會毫無意

義。所有的知識生產及學術研究，最重要的是為了解惑、解答問題。你要解決

的問題及項目，決定了你要放甚麼田野筆記。 

    有些問題不是用田野調查訪談可以解決的，就有關的主題要廣泛的蒐集檔

案及文獻，記得用 EXCEL表來紀錄資料，年、檔案名、內容陳述、評語等等。 

    訪談大綱如何訂成節名或章名，通常愈模糊的、愈抽象的，標題愈大，適

合作為章名，愈具體的適合節名。 

    今天，每位同學要把你的論文，當作是你人生中的一個作品，花了兩三年

的時間，總是要對自己有所交代，希望你不要對你的人生作品後悔。 

    訪談的對象和數量，並沒有一定的，訪談對的人比訪談人數多更重要。如

果問題意識很清楚，如果訪談出來的結果非常有趣，很精采，再回去修正問題

意識。 

    聆聽了今天精彩的演講，讓我更清楚知道質性研究的寫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