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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利學生纂寫學術報告及論文，聖光神學院於 2013 年責成李清珠老師、陳敦康

老師及謝樂知老師組成學術寫作論文小組，負責編纂學術寫作指南，由謝樂知老師負

責主筆。編纂過程參考了下列文獻：SBL Handbook of Style、1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2
 中華福音神學院之《如何寫神學的學期報

告》（2007/9）、台灣神學院之《台灣神學院研究報告格式手冊》（2011/4）、信義宗

神學院之《註釋及參考書目》（2008 修訂版）及台南神學院之《台南神學院研究報告

註釋書目格式手冊》。 

 

 

 

 

2017/2/10重要的修訂項次如下： 

1. 正文需左右對齊。 

2. 註腳置左（插入註腳後不需再做任何調動）。 

3. 中文註腳格式中的（）一律採全型。 

4. 頁碼一律完整列出（如：123-146）不再縮略。 

5. 美國州名一律採兩碼（如 KY, IL等）並於附件中列完整簡稱表。 

6. 頁碼中的橫線一律用 hyphen (-)。  

                                                 
1
 Patrick H. Alexander et al. ed. The SBL Handbook of Style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9. 

2
 Kate L. Turabian, A Manual for Writers of Research Papers,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7th e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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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一、頁面格式設定 

1. 紙張大小方向為 A4直向。 

2. 邊界設定為上下 2.54 cm，左右 3 cm。 

3. 前段距與後段距設定為 0。  

4. 中文採用新細明體，標點符號採全形。英文採用 Times New Roman。 

5. 頁碼以阿拉伯字編號，置於每頁正中下方。 

6. 中文撰寫採用 1.5倍行高，英文撰寫則採用雙行間距。  

7. 文章內容及註腳皆需左右對齊。 

 

二、標題 

標題寫法以「壹、 一、（一） 1. （1） a. （a）」為序（如範例一所示）。第一

層標題（壹、貳、參等）採 16 號標楷體、粗體並置中。第二層標題（一、二、三等）

採 14 號標楷體、粗體並置左。其餘標題皆採 12 號新細明體。標題與頁尾之間至少須

有兩行內文，若不足兩行，應換頁後再下標題。 

第一層標題是否需換頁後再下標，依文類而有所不同。撰寫研究計畫書及研究報

告時，第一層標題不需換頁，空兩行後接續上文即可。撰寫學位論文時，第一層標題

需換頁後再下標。 

 

三、引述 

引述分短引述與長引述。引文不足四行稱短引述，四行（含）以上稱長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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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短引述需加單引號（「」），並在引述結尾處按規定形式加註出處。中文長

引述需另起段落，左邊內縮三個全形字（1.27 cm），採標楷體，前段距為 6 pt，後段

距為 12 pt，單行行距，引述結尾處按規定形式加註出處（參圖一）。3
 

引用文獻若出自《聖經》或其他知名經典著作（如中國古籍《論語》和《孟子》） 

時，引文後以括號加註出處，不採註腳。其餘文獻以註腳方式加註出處。短引文之註

號置於單引號後；長文之註號置於引文後。 

耶穌曾警誡門徒說：「總要警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可十四 38）。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

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

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

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長引文。（出處）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圖一  引述範例 

四、聖經經文 

正文內提及《聖經》經文時，應寫出完整的經卷名，並將經卷名置於雙尖號內

（《》）。章採國字，節採阿拉伯數字（Times New Roman），並加註「章」「節」

等字，如「《羅馬書》五章 1 節」。引用《腓利門書》、《猶大書》、《約翰二書》、

《約翰三書》時，僅需標示「節」。 

經文置於括號內用以標明出處時，經卷名採簡稱，略「章」「節」二字。經卷簡

稱名不得省略。書卷與書卷之間及章與章之間以分號（；）加以分隔，節與節之間以

逗號（，）加以分隔。引用連續經文以連字符連（-）接首尾經文（參圖二）。 

 

 

                                                 
3 聖光神學院〈學生指南〉規定「作業中有疑似抄襲之嫌，一經查證，則該科將以零分計算，應按規定

重修」（教-3）。 

引文採標楷體，單行行距 

內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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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一至四章，「信」（pi,stij）字共出現 25次，散見於 21 節經文之中（羅一

5，8，12，17；三 3，22，25-28，30-31；四 5，9，11-14，16，19-20）。「義」字則

共出現 14次， 見於 13節經文之中（羅一 17；三 5，21-22，25-26；四 3，5-6，9，11，

13，22）。 

圖二  引用經文範例 

引用《和合本》以外的聖經中譯，應標明譯本簡稱（參圖三）。正文若以《和合本》

之外的譯本為底本，應於第一次引用經文時以註腳加以說明，註後之引文得免標該譯

本簡稱。 

保羅在加拉太書勸勉信徒要靠聖靈而行，因我們若順著聖靈而行「就決不去滿足肉體

的私欲了」（加五 16 《呂》）。 

圖三  註明譯本範例 

中文聖經譯本簡稱參考如下： 

《和合本修訂版》 《和修》 

《現代中文譯本》 《現》 

《呂振中譯本》 《呂》 

《當代聖經》 《當》 

《聖經新譯本》 《新》 

《新漢語譯本》 《漢》 

《恢復本》 《恢》 

《思高本》 《思》 

                           表一  中文聖經譯本簡稱 

英文聖經譯本簡稱參 SBL 8.2。論文報告中提及「聖經」、「新約」及「舊約」等書卷

名稱時，應加註雙尖號，如《聖經》、《新約》、《舊約》。 

 

五、註腳 

註腳一律採當頁註，非章後註。內文置入註腳時應將註號置於標點符號右上方

（參圖四）。4
 

                                                 
4
 Word 2007及 2010插入註號的方式，是先將游標移到插入註號的位置，再點選「參考資料」中的「插

入註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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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文內文內文內文：「短引文短引文短引文短引文短引文。」1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2
 

圖四  註號位置 

頁尾註腳置左，採 10 號新細明體，單行行距，後段距為 6 pt。註號與註腳內容之間留

一空格。 

1
 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

註腳內文註腳內文。 

2
 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 

3
 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

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腳內文註

腳內文。 

圖五  頁尾註格式 

六、標號 

（一）頓號（、） 

頓號用於並列連用的詞、語之間，如：「形容女子的美麗，可以用『閉月羞花』、

『亭亭玉立』、『傾國傾城』和『國色天香』等成語」。「等」字前無須加「……」。 

如果並列的詞語較長，最後一項可用「和」、「跟」、「及」、「或者」等連詞

連接。連詞前可加逗號，但不能使用頓號，因為頓號的作用相當於連詞。如果在連詞

前使用頓號，就等於連用了兩個頓號。 

（二）分號（；） 

分號用於分開複句中平列的句子。 

（三）冒號（：） 

冒號用於總起下文，或舉例說明上文，例如：(1) 優良教師推薦的基本條件：具有

教育理念，教學認真負責，品行操守端正。(2) 爬蟲類動物有：龜、蛇、蜥蜴、鱷等。 

（四）省略號（……） 

英文省略號為「...」。中文省略號為「……」。 

（五）單尖號（〈〉） 

短篇作品、短曲、章節等之中文標題一律放進單尖號（〈〉）內，如〈論孟子的

道德原則〉。 

 

後段距為 6 pt 

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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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雙尖號（《》） 

中文專書、期刊、長篇樂曲、戲劇作品、美術作品之作品名稱一律放進雙尖號

（《》）內。 

（七）驚嘆號（！）及問號（？） 

學術寫作應避免採用驚嘆號（！）及問號（？）。 

 

七、列點 

學術寫作應避免列點。列點不同於標題，兩者不應混淆。列點以「(1) (a) (i)」為

序，並應避免換段。列點分段時，建議改採「第一」、「第二」、「第三」，或「首

先」、「其次」、「再次」、「最後」等其他書寫方式。 

 

八、代名詞 

學術寫作應避免使用第一人稱及第二人稱代名詞「我」、「我們」、「你」、

「你們」。第一人稱應以「本文作者」或「筆者」替代。 

指稱上帝時，代名詞得採人字部的「你」、「他」，或示字部的「祢」、「祂」，

但不得交替使用。 

  

九、數字與年代 

統計數字與日期均採阿拉伯數字。統計數字若為個位數，可採國字。 

3個變項／三個變項 

11本書 

公元前 384年 

公元 2011年 12月 1日 

2011年 12月 1日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1日 
 

  圖六  統計數字及日期 

 

年分不得縮寫。1960-70 是錯誤寫法，正確寫法為 1960-1970。頁碼亦不得省略。123-7

是錯誤寫法，正確寫法為 123-127。序數應採中文，如「第一順位」、「第二次世界大

戰」、「法條第三條之第四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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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圖表 

以試算表（Excel）或表格（Table）製作的表單稱「表」，其餘皆作「圖」。所有

圖表下方中間處標明序號與標題。序號與標題間空兩格（半形）。圖表應避免跨頁。 

 

 A B 

A’ 1.01 1.02 

B’ 3.1 4.5 

表一  參數之相關連性 

圖八  圖表撰寫範例 

 

十一、專有名詞 

人名不須加私名號，亦不須加註尊稱（如：博士、牧師等）。論及外國人名、地

名、書名、專有名詞時，應採通行的中譯，並於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加註原文。5
 不

常見的專名可直接採用原文。 

 

十二、英文大小寫 

英文書名採斜體，書名中的所有字，除冠詞和介詞外，字首均需大寫。冠詞和介

詞，若為標題的首字，則其字首亦需採大寫。以連接號相結的英文字，字首均需大寫

（參圖九）。 

The Social World of Luke-Acts: Models for Interpretation 

Disability in 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Reader 

                                        圖九  英文書名 

 

十三、裝訂 

呈交書評、研究報告及研究計畫書，應以釘書針（不得使用迴紋針或燕尾夾）固

定左上角。  

                                                 
5
 外國人譯名可參考校園出版社之中英譯名查詢 https://shop.campus.org.tw/translation/Translator.aspx；亦

參國家教育研究院之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 http://terms.naer.edu.tw/。 

https://shop.campus.org.tw/translation/Translator.aspx
http://terms.naer.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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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壹、第一層  

( )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標題間建議置入文字; 第一層與第二層間若無文字則留一

行空白）（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33in） 

( ) 

一、第二層（粗體; 14 號標楷體）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33in） 

（一）第三層（12 號新細明體）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字字文字文字文字（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33in） 

1. 第四層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段落縮排左(0.5in 或 1.27 公分)）   

（1）第五層（新細明體）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段落縮排左(0.75in 或 1.9 公分)） 

a. 第六層（新細明體）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段落縮排左(1in 或 2.54 公分)） 

( ) 

二、第二層（粗體; 14 號標楷體）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33in） 

（粗體; 16號標楷體） 

（新細明體）（段落縮排左(0.63 公分)） 

範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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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書評結構 

 

書評長約 4-5頁，內含 5個不同的元素：(1) 序文；(2) 書本主題；(3) 書本結構；

(4) 分析與評判；(5) 總結。書評不需設置標題，建議以分段的方式區隔不同的內容元

素。書評應避免使用註腳及長引述。引述、摘述、或總結作者觀點時，應以括號加頁

碼6的方式載明出處（參圖十）。 

作者認為：「在一世紀 50到 100年之間完成的新約經文，其寫作背景就是羅馬帝

國統治的世界」（14）。 

呈交書評時不需另加封面。書評之各元素內容分述如下： 

 

一、序文 

序文分兩部分：(1) 書籍基本資料，包括作者名、書名、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頁數及 ISBN。7
 作者名及書名採粗體 14號標楷體；其餘採 12號新細明體。(2) 撰文者

基本資料，包括作者名、職稱、校名。序文範例參範例二。 

 

二、書本主題及背景 

簡述書本的主題，作者寫作的目的，及作者嘗試想要回答或解決的問題。任何有

助讀者理解文本的相關背景資訊，均可納入寫作範圍，如：作者的身分背景、書本的

成書過程（原始文件是否為會議論文、學位論文或演講稿）、書本所屬的學術脈絡、

書本設定的讀者、書本出版後所引發的效應等。此段內容佔約 0.5頁。 

 

三、書本結構 

簡述書本的結構。寫作參考公式如下：「作者將全書分成五個部分（章）……。

第一部分談的是……。第二部討論的是……。第三部分作者強調的是……。第三部分

                                                 
6
 書寫頁碼不需加註「頁」字或英文字「p」。 

7
 書本若列有 ISBN-10及 ISBN-13，採 ISBN-13。ISBN 號不需以連接號分隔。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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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又分成三個段落，第一段落為 X，第二段落為 Y……。」除陳述各章重點外，應

解釋章與章（或段與段）之間的關係，並各章要點與全書主旨間的關係。此段內容佔

約 0.75-1頁。 

 

四、分析與評斷 

分析與評斷可以從兩個不同方向著手：(1) 整體的析評；(2) 個別論述的析評。前

者關注於著作整體。析評的內容包括：寫作目標是否清晰明確？寫作的架構是否清晰

挑、完備、有序。架構下的分項是否都獲得均衡的發展？作者是否達成寫作目標？ 

後者關注於細部論述。撰文者應挑選重要或新穎的論述進行分析與評斷。建議採

圖門（Toulmin）的論證模型做為分析架構，區分論述中的主張（claim）、資料/事實

（ground）、理據（warrant）、支持理由（backing）、限定（modality）及反例

（rebuttal）。8
 評斷的內容包括：資料/事實是否充分、適切及真確？推論是否有效

（valid）？理據是否合理？作者對論證強度的評估是否合理？此段內容占約 2-3頁。 

書評之第三（書本結構）和第四（分析與評斷）分項得合併撰寫。 

 

五、總結 

簡要陳述書本的優缺點。撰文者是否推薦此書。此段內容佔約 0.5頁。 

  

                                                 
8
 Steven  Toulmin, Richard Rieke, and Allan Janik, An Introduction to Reasoning, 2nd ed. (New York: 

Macmillan,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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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作者名（英文名） 

《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英文書名） 

台北：校園，2009。120頁。ISBN 0123456789。 

( ) 

( ) 

作者名 

職稱 (如：道學碩士生) 

校名校名校名 

( ) 

( )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

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內文

內文內文 

 

 

 

 

 

 

 

 

  

範例二 

 
（粗體; 14號標楷體） 

（12號新細明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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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計畫書結構 

 

研究計畫書長約 10-15頁，內含 8個不同的元素：(1) 封面；(2) 論文題目；(3) 緒

論；(4) 文獻回顧；(5) 研究論點；(6) 研究方法；(7) 論文架構；(8) 書目。各元素內容

分述如下： 

 

一、封面 

封面包括校名、報告題目、教師姓名、學生姓名、呈交日期。封面範例參範例三。 

 

二、論文題目 

正文第一頁應清楚標明論文題目。論文題目範例參範例四。 

 

三、緒論 

正文第一頁，緊接論文題目的是緒論。緒論闡述研究動機及研究對象，目的是要

引發讀者閱讀論文的興趣。撰文者應強調該研究在學術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

闡述研究動機時，撰文者得以敘事的方式，說明取得論文題目的過程，但應避免過份

強調這類個人主觀經驗。相反的，撰文者應將研究置於客觀學術研究脈絡，強調研究

對於學術的貢獻。同時，撰文者應為讀者提供理解論文所需的相關背景知識。研究動

機與研究對象之間，應有清楚明確的關聯性。 行文間建議採用下述語句：「因 A、B、

C  [研究動機]之故，本文將深入研究探討 D [研究對象]。」此段內容佔約 1-2頁。 

 

四、文獻回顧 

撰文者應研讀相關文獻，簡述相關文獻之基本論點及主要論據，並評述各文獻對

研究議題之貢獻。撰文者亦應陳明過去研究不足之處，或語意不清、或概念含混、或

論據不充分、或論證不完備。撰文者應藉此重申論文研究之必要性、重要性及迫切性。

撰文者應以相同準則衡量所有相關文獻。衡量之準則應盡可能地清晰明確。此段內容

佔約 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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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論點 

本段應清楚說明論文的主要論點（main thesis）。主旨應包括一個以上的命題

（claim）。9
 命題中的重要概念當界定清楚，避免歧義。本段亦應交待證成（justify）

主要論點的論證流程，流程包括那些步驟（子命題）並步驟間的邏輯關係。10
 步驟間

的邏輯關係可分序列式、並例式、匯流式與綜合式。序列式表各子命題需按先後次序

完成論證。並例式表各子命題相互獨立，分別為主命題提供支持。匯流式表各子命題

相互獨立，但必須同時成立，主命題才能獲得證成。綜合式為以上三種模式的綜合。

此段內容佔約 3-4頁。 

 

 

 

 

 

 

                                                   圖十一  主要論點與子命題 

 

● 本段應包含下述語句：「本研究的主旨是……。」 

● 本段應清楚界定研究論點中的重要概念。 

● 本段應清楚交待研究之論證流程。 

 

六、研究方法 

本段陳述證成命題或子命題之方法。以聖經研究為例，研究方法有經文鑑別學、

字義研究、文法分析、來源批判法、編修批判法、敘事批判法、社會科學批判法、修

                                                 
9
 命題是可以被證成（justify）或證偽（falsify）的句子。命題通常以「A是 B」的形式呈現。 

10
 論證流程非同研究步驟，論證流程是在釐清論證的邏輯結構，說明主命題要能成立，必須經過那些邏

輯演繹的過程，研究步驟涉及的則是現實生活中，研究者何時該收集資料，整理資料，寫作等具體的實

踐活動，這部分應留待「研究方法」再做交待。 

子命題 主要論點 

子命題 

 

子命題 

 

子命題 子命題 

 

子命題 

 

主要論點 

子命題 子命題 

主要論點 子命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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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批判法、正典批判法。社會科學研究法則概分為質化研究及量化研究。除陳明研究

方法外，應盡可能地完整交代研究流程。此段內容佔約 1-2頁。 

七、論文架構 

撰文者應以文字及圖表說明論文架構。撰文者應交待第一層及第二層標題之安排，

並各大標預定之頁數。論文架構範例參範例五。 

 

八、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頁應換頁後再下標。書目應包含所有正文所提及的參考書目，區分中文

書目及英文書目。中文書目按作者姓名筆畫數目排序，英文書目則按作者姓名字母次

序排序。同樣作者若有多筆文獻，中文按出版時序排列，由早到晚，英文則按書名字

母次序排序。除正文所涉及的參考書目外，撰文者得另闢「中文補充參考書目」及

「英文補充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的頁面格式設定如下：行距為單行行距。前段距設定為 0，後段距為 6 pt。  

參考書目範例參範例六。此段內容不應超過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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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聖光神學院 

( ) 

碩士論文計畫書 

( ) 

( ) 

( ) 

( ) 

( )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 )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XXX    

研  究  生：XXX 

( ) 

2001年 1月 1日 

( ) 

(粗體; 22 號標楷體; 置中) 

(16 號新細明體; 置中) 

(22 字型; 置中) 

(16 字型; 置中) 

範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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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論文題目論文題目論文題目論文題目 

論文題目論文題目 

( ) 

( ) 

壹、緒論 

( ) 

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文字

文字 

 

 

 

 

 

 

 

 

 

 

  

範例四 

 

(16 號標楷體; 置中) 

(16 號標楷體; 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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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伍、論文架構 

( ) 

研究論文長約 XXX 頁，除緒論和結論外，共分 X 大段。緒論約 XX 頁，內容包括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設。第一大段題為 XXXX，下分 X 小段……。論文大綱

整理如下： 

( ) 

緒論 (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假設)   1-10 

壹、大標壹大標壹     11-80 

一、小標壹 

二、小標貳 

三、小標參 

四、小標肆 

貳、大標貳大標貳     91-150 

一、小標壹 

二、小標貳 

三、小標参 

四、小標肆 

参、大標參大標參     151-220 

一、小標壹 

二、小標貳 

三、小標參 

四、小標肆      

結論       221-235 

參考書目      235-250 

 

  

範例五 

 
(16 號標楷體; 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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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參考書目 

( ) 

中文參考書目  (單行行距，前段距 0，後段距 6 pt) 

作者。《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編者。譯者。版本。冊數。出版地：出版社，年

份。 

作者。《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編者。譯者。版本。冊數。出版地：出版社，年

份。 

作者。《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編者。譯者。版本。冊數。出版地：出版社，年

份。 

( ) 

英文參考書目 

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Book: Sub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s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Book: Sub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s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 ) 

中文補充參考書目 

作者。《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編者。譯者。版本。冊數。出版地：出版者，年

份。 

作者。《書名書名書名書名書名》。編者。譯者。版本。冊數。出版地：出版者，年

份。 

 ( ) 

英文補充參考書目 

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Book: Sub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s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Author’s Last Name, Author’s First Name. Title of the Book: Subtitle of the Book. Place of 

Publication: Publisher’s Name, Year of Publication. 

 

  

書目前不加阿拉伯數字 

範例六 

 參考書目前不加大寫國字（如

伍、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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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報告結構 

 

研究報告長約 15-25頁，其中包括 8個不同的元素：(1) 封面；(2) 報告題目；(3)

緒論；(4) 本論；(5) 結論；(6) 附錄；(7) 參考書目。正文採當頁註，而非章後註 。研

究報告元素分述如下： 

 

一、封面 

封面包括校名、課程名稱、報告題目、教師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學號、呈交日

期。序文範例參範例七。 

 

二、報告題目 

正文第一頁應清楚標明報告題目。報告題目範例參範例四。 

 

三、緒論 

正文第一頁，接續報告題目的是緒論。緒論應說明研究動機、研究主題及研究報

告之主要論點。緒論最後一段應清楚交待研究報告之論證結構及章節安排。文獻回顧

得整併於緒論之內或另闢章節。緒論含文獻回顧佔約 4-5頁。 

 

四、本論 

本論得切割為數個章節。第一層標題不需換頁，空兩行後接續上文即可（如範例

一所示）。各章的第一個段落應清楚交待該章的主旨，該章與上一章之間的關連性，

並該章與全文主旨之間的關連性。各章的最後一段應重述該章的主旨並簡述該章的重

要論據。此段內容佔約 10-15頁。 

 

五、結論 

結論強調的重點有三：(1) 以最完整的形式重述文章主要論點，並簡述文中的關鍵

論據。結論不得提出新的論點或論據；(2) 重申本文對學術的貢獻。若有學術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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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得登載；(3) 將有待釐清的問題告知讀者，呼籲讀者對相關議題做進一步的研究。此

段內容占約 0.75-1頁。 

 

六、附錄 

附錄應包含附錄號及標題。附錄範例參範例八。 

 

七、參考書目 

書目應包含所有正文所提及的參考書目，區分中文書目及英文書目。中文書目按

作者姓名筆畫數目排序，英文書目則按作者姓名字母次序排序。同樣作者若有多筆文

獻，中文按出版時序排列，由早到晚，英文則按書名字母次序排序。 

參考書目的頁面格式設定如下：行距為單行行距。前段距設定為 0，後段距為 6 pt。 

參考書目範例參範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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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聖光神學院 

( ) 

( ) 

NT601 課程名稱 

( ) 

( ) 

( ) 

( ) 

( ) 

( )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 ) 

( ) 

( ) 

( ) 

( ) 

( ) 

( ) 

( ) 

教師：XXX    

學生：XXX 

( ) 

2001年 1月 1日 

( ) 

( ) 

(22 號標楷體; 置中) 

(16 號新細明體; 置中) 

(22 字型; 置中) 

(16 字型; 置中) 

範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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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附錄一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 ) 

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

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

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

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

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

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附錄內文 

 

 

 

  

範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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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學位論文結構 

 

碩士學位論文長約 100-150頁；教牧博士學位論文長約 200-350頁。學位論文包含

13個不同的元素：(1) 封面；(2) 內文封面；(3)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4) 中文摘要；

(5) 英文摘要；(6) 誌謝辭；(7) 目錄與圖表目錄；(8) 簡稱；(9) 緒論；(10) 本論；(11) 

結論；(12) 附錄；(13) 參考書目。封面及審定書不加頁碼，中英文摘要、誌謝辭、目

錄及簡稱之頁碼採羅馬數字（i, ii, iii, iv, v等），餘項採阿拉伯數字。11
 各元素內容分

述如下： 

 

一、封面 

封面包括校名、中英文論文題目、指導教授姓名、研究生姓名、口試日期（僅含

年月）。序文範例參範例九。 

 

二、內文封面 

格式同封面。 

 

三、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 

學位考試委員審定書範例參範例十。 

 

四、中文摘要 

摘要應說明研究目的、論文主旨（main thesis）、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摘要至少

300字，至多 1000字。中文摘要範例參範例十一。 

 

五、英文摘要 

英文摘要應忠實反應中文摘要之內容。英文摘要範例參範例十二。 

                                                 
11

 置入頁碼前需先置入分節符號（版面配置分隔設定分節符號 [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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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誌謝辭 

誌謝辭可略。 

 

七、目錄與圖表目錄 

目錄不包括中英文摘要、誌謝辭及目錄。但包括圖表目錄及簡稱。目錄以三層標

題為限。目錄格式採單行行距，前段距 0，後段距 6 pt。第一層標題採粗體。第二層標

題縮排 0.15in，第三層標題縮排 0.31in。上述格式為 Word內建預設格式（參考資料 

自動目錄）。目錄範列參範例十三。 

 

八、簡稱（Abbreviations） 

簡稱可略。 

 

九、緒論（Introduction） 

緒論應說明研究動機、研究主題及研究論文之主要論點。緒論之最後一段應清楚

交待研究論文之論證結構及章節安排。文獻回顧得整併於緒論內或另闢章節。 

 

十、本論 

本論應切割為數個章節。第一層標題需換頁再下標，建議將註腳號重歸於一。12
 

各章的第一個段落應清楚交待該章的主旨，該章與上一章之間的關連性，並該章與全

文主旨之間的關連性。各章的最後一段應重述該章的主旨並簡述該章的重要論據。 

 

十一、結論（Conclusion） 

結論的強調重點有三：(1) 以最完整的形式重述文章主要論點，並簡述文中的關鍵

論據。結論不得提出新的論點或論據；(2) 重申本文對學術的貢獻。倘若有學術外的貢

獻亦得登載；(3) 將有待釐清的問題告知讀者，呼籲讀者對相關議題做進一步的研究。 

 

                                                 
12

  設定方式如下：參考資料點選註腳方塊中右下方的小箭號跳出視窗「註腳及章節附註」編號方

式修定為「每節重新編號」。分節方式參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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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附錄 

附錄應包含附錄號及標題。附錄範例參範例八。 

 

十三、參考書目 

書目應包含所有正文所提及的參考書目，區分中文書目及英文書目。中文書目按

作者姓名筆畫數目排序，英文書目則按作者姓名字母次序排序。同樣作者若有多筆文

獻，中文按出版時序排列，由早到晚，英文則按書名字母次序排序。 

參考書目的頁面格式設定如下：行距為單行行距。前段距設定為 0，後段距為 6 pt。

參考書目範例參範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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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聖光神學院 

教牧博士學位論文 

( ) 

( ) 

( ) 

( )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 ) 

( ) 

( ) 

( ) 

( ) 

( ) 

指導教授：XXX    

( ) 

研  究  生：XXX 

( ) 

2001年 1月 

( ) 

( ) 

  

(粗體; 22 號標楷體; 置中) 

(22 號標楷體; 置中) 

(16 字型; 置中) 

範例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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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聖光神學院教牧博士班 

論文口試委員審定書 

  

( ) 

教牧博士班______君所提之論文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題目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English Title 

經本委員會審議，認為符合教牧博士資格標準。 

 ( )        

        學位考試委員會  委        員  ______________ 

       委        員  ______________ 

       委        員  ______________ 

        指導教授  ______________ 

( ) 

( ) 

2013年 1月 1日 

( ) 

( ) 

(粗體; 22 號標楷體; 置中) 

範例十 

 

(20 號標楷體; 置中) 

(20 號新細明體; 置中) 

(18 號新細明體; 置中) 

(20 號新細明體; 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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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論文摘要 

( ) 

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

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

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

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

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

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論文

摘要論文摘要論文摘要 

 

 

 

  

範例十一 

 
(16 號標楷體; 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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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Abstract 

( )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English Abstract 

 

 

 

 

 

 

 

  

範例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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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目錄 

 

壹、 學術論文寫作格式……………………………………………………………………4 

一、頁面格式設定…………………………………………………………………………4 

二、標題……………………………………………………………………………………4 

三、引述……………………………………………………………………………………5 

四、聖經經文………………………………………………………………………………5 

五、註腳……………………………………………………………………………………7 

六、標號……………………………………………………………………………………7 

（一）頓號………………………………………………………………………………7 

（二）分號………………………………………………………………………………7 

（三）冒號………………………………………………………………………………7 

（四）省略號……………………………………………………………………………8 

（五）單尖號……………………………………………………………………………8 

（六）雙尖號……………………………………………………………………………8 

七、列點……………………………………………………………………………………8 

八、代名詞…………………………………………………………………………………8 

九、數字與年代……………………………………………………………………………8 

十、圖表……………………………………………………………………………………9 

十一、專有名詞…………………………………………………………………………..10 

十二、英文大小寫………………………………………………………………………..10 

十三、裝訂………………………………………………………………………………..10 

貳、 書評結構……………………………………………………………………………..12 

一、序文.………………………………………………………………………………….12 

二、書本主題及背景……………………………………………………………………..12 

三、書本結構…………………………………………………………………………..…12 

四、分析與評斷…………………………………………………………………………..13 

五、總結…………………………………………………………………………………..13 

 

  

範例十三 

 

（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15in 或  0.38 公分） 

Tab 

分散對齊 
  

（段落縮排指定方式(第一行)位移點數 0.31in 或 0.79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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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參考文獻格式 

 

一、通則 

參考文獻格式分二類，一類是註腳格式（footnote），另一類是書目格式

（bibliography；下文以 B.做為簡稱）。註腳格式又可再細分為一般註腳格式（下文以

N.做為簡稱）與重覆註腳格式（下文以 R.做為簡稱）。引證文獻時，應以註腳說明文

獻出處。同樣一份文獻，第一次引用時採一般註腳格式，往後重覆引用時採重覆註腳

格式。若連續引用相同文獻（引用頁碼相同時），得用「同上」二字簡述。 

出版地以城市為主。若該城不為大眾熟識，則應加註該城所屬之地區名或國家名。

出版社名稱應從簡。除非出版社名稱易與其他專名混淆，否則應避免「出版社」、

「有限公司」等稱謂。出版年一律採公曆。 

 

二、專書 

（一）單一作者 

N.  袁天佑，《使徒行傳》（香港：基道，2005），10。 

R.  袁天佑，《使徒行傳》，12。 

B.  袁天佑。《使徒行傳》。香港：基道，2005。 

 

N.  Robert Alter, The Book of Psalm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10. 

R.  Alter, The Book of Psalms, 12. 

B.  Alter, Robert. The Book of Psalm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7. 

 

（二）二位作者  

N.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希伯來聖經與社群認同》（香港：香港基督徒

學會，2004），15-20。 

R.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23。 

B.  李熾昌、游斌。《五小卷研讀：希伯來聖經與社群認同》。香港：香港基督徒

學會，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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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20. 

R.  Lakoff and Johnson, Metaphors, 22. 

B.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三）三位作者  

N.  張容江、戈啟敏、張培林，《基督化家庭概論》（台北：證主，1997），60。 

R.  張容江、戈啟敏、張培林，《基督化家庭概論》，60。 

B.  張容江、戈啟敏、張培林。《基督化家庭概論》。台北：證主，1997。 

 

N.  Paul J. Achtemeier, Joel B. Green, and Marianne Meye Thompson,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It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20. 

R.  Achtemeier, Green, and Thompson,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33-34. 

B.  Achtemeier, Paul J., Joel B. Green, and Marianne Meye Thompson, Introducing the 

New Testament: Its Literature and Theology. Grand Rapids: Eerdmans, 2001. 

 

（四）四位（含）以上作者 

N.  盧龍光等，《苦難中成長的教會—英國循道公會佛山傳教發展史（1851-

1949）》（香港：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2011），55-60。 

R.  盧龍光等，《苦難中成長的教會》，57。 

B.  盧龍光、湯開建、張照、顏小華。《苦難中成長的教會—英國循道公會佛山傳

教發展史（1851-1949）》。香港：基督教中國文化研究社，2011。 

 

N.  Bernard Brandon Scott et al., Reading New Testament Greek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3), 33. 

R.  Scott et al., Reading New Testament Greek, 22. 

B.  Scott, Bernard Brandon, Margaret Dean, Kristen Sparks, and Frances LaZar. 

Reading New Testament Greek.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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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單一編者 

N.  黃根春編，《基督教典外文獻：舊約篇》（香港：基督教文藝，2002），1：

22。 

R.  黃根春，《基督教典外文獻》，1：32。  

B.  黃根春編。《基督教典外文獻：舊約篇》。第 1冊。香港：基督教文藝，2002。 

 

N.  Donald E. Gowan, ed.,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Bibl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 10. 

R.  Gowa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Wordbook, 12. 

B.  Gowan, Donald E., ed. The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Wordbook of the Bible.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2003. 

 

（六）作者及編者 

N.  穆旦，《蛇的誘惑》，曹元勇編 （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9。 

R.  穆旦，《蛇的誘惑》，11。  

B.  穆旦。《蛇的誘惑》。曹元勇編。珠海：珠海出版社，1997。 

 

N.  Stanley Hauerwas, The Hauerwas Reader, ed. John Berkman and Michael 

Cartwrigh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25. 

R.  Hauerwas, The Hauerwas Reader, 12. 

B.  Hauerwas, Stanley. The Hauerwas Reader. Edited by John Berkman and Michael 

Cartwright.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七）譯本 

N.  馬克‧布雷特，《去殖民化上帝：帝國主義浪潮中的聖經》，王東譯 （台灣：

中原大學宗教研究所，2013），91。 

R.  布雷特，《去殖民化上帝》，91。 

B.  馬克‧布雷特（Mark G. Brett）。《去殖民化上帝：帝國主義浪潮中的聖經》

（Decolonizing God: The Bible in the Tides of Empire）。王東譯。台灣：中原大

學宗教研究所，2013。 



 

33 

 

N.  Wilhelm Egger, How to Read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ology, trans. P. Heinegg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30. 

R.  Egger, How to Read, 22. 

B.  Egger, Wilhelm. How to Read the New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d 

Historical-Critical Methodology. Translated by P. Heinegg. Peabody, MA: 

Hendrickson, 1996. 

 

（八）版本 

N.  宋楚瑜，《如何寫學術論文》，修訂版 （台北：三民書局，1983），50。 

R.  宋楚瑜，《如何寫學術論文》，33。 

B.  宋楚瑜。《如何寫學術論文》。修訂版。台北：三民書局，1983。 

 

N.  James B. Pritchard,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
1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xxi. 

B.  Pritchard, James B., ed. Ancient Near Eastern Texts Relating to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N.  Joseph Blenkinsopp, A History of Prophecy in Israel, rev. and enl.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6), 81. 

B.  Blenkinsopp, Joseph.  A History of Prophecy in Israel. Rev. and enl. ed. Louisville, 

KY: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96. 

 

（九）論文集之文章 

N.  鄧瑞強，〈一個「父為子隱」的倫理個案論潘霍華的倫理學的後現代性〉，於

《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曾慶豹編 （香港：道風書社，2006），283-285。 

R.  鄧瑞強，〈潘霍華的倫理學〉，285-287。 

B.  鄧瑞強。〈一個「父為子隱」的倫理個案論潘霍華的倫理學的後現代性〉，於

《朋霍費爾與漢語神學》，曾慶豹編，283-307。14
 香港：道風書社，2006。 

                                                 
13

 第一版（初版）不需加註。第二版之英文為 2nd ed.，第三版之英文為 3rd ed.，第四版之英文為 4th ed.。 

14
 文章所涵蓋的頁碼，而非僅引用的頁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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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Harold W. Attridge, “Jewish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Judaism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 ed. R. A. Kraft and G. W. E. Nickelsburg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6), 

311-343. 

R.  Attridge, “Jewish Historiography,” 321-323. 

B.  Attridge, Harold W. “Jewish Historiography.” In Early Judaism and Its Modern 

Interpreters, edited by R. A. Kraft and G. W. E. Nickelsburg, 311-343.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86. 

 

（十）導言、序及前言 （Introduction, Preface, or Forward） 

N.  鄧紹光，〈序〉於《你的神祇，我的上帝？宗教的神學省思與信仰的實踐》，

歐力仁著 （香港：天道，2011），xi-xv。 

R.  鄧紹光，〈序〉，xi。 

B.  鄧紹光。〈序〉於《你的神祇，我的上帝？宗教的神學省思與信仰的實踐》，

歐力仁著。香港：天道，2011。 

 

N.  Luke Timothy Johnson, forward to The Faith of Jesus Christ: The Nar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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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州名縮寫 

AK - Alaska  

HI - Hawaii  

MI - Michigan  

NV - Nevada  

UT - Utah  

AL - Alabama  

IA - Iowa  

MN - Minnesota  

NY - New York  

VA - Virginia  

AR - Arizona  

ID - Idaho  

MO - Missouri  

OH – Ohio 

VT - Vermont  

AZ - Arkansas   

IL - Illinois  

MS - Mississippi  

OK - Oklahoma  

WA - Washington  

CA - California  

IN - Indiana  

MT - Montana  

OR - Oregon  

WI - Wisconsin  

CO - Colorado  

KS - Kansas  

NC - North Carolina  

PA - Pennsylvania  

WV - West Virginia  

CT - Connecticut  

KY - Kentucky  

ND - North Dakota  

RI - Rhode Island  

WY - Wyoming  

DC - D.C.  

LA - Louisiana   

NE - Nebraska  

SC - South Carolina   

DE - Delaware  

MA - Massachusetts  

NH - New Hampshire  

SD - South Dakota  

FL - Florida  

MD - Maryland  

NJ - New Jersey  

TN - Tennessee  

GA - Georgia  

ME - Maine  

NM - New Mexico  

TX -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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