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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五年度心理學門規畫研究推動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編號：NSC 95-2418-H-004-001 

國立政治大學心理系  廖瑞銘 撰 

 

九十五年度心理學門規畫研究推動計畫報告，本年度工作報告分年度

內經常性申請案審查作業，及年度內推展心理學門之相關任務型作業兩大

項，其分項的簡要說明如下： 

 

一、 年度內經常性申請案審查作業： 

(一) 協助九十五年度專題研究計畫審查作業進行，本年度申請案件共

計 182 件，分(1)工商及社會心理學類 42 件，(2)臨床及諮商心理學類 69

件，(3)實驗及認知心理學類 52 件，與(4)心理測驗及統計類 14 件。審查

委員會由不同領域的傑出學者共十二位組成，外加一位其它學門的外部委

員參與分初審及複審二階段進行，每案均先經初審程序，後有複審，複審

會議於本年五月初舉行完畢。一般而言，能獲得補助的申請案，其研究計

畫內容架構清楚，研究方法具體可行，及預期結果其有創新突破意涵；另

外，主持人過去幾年均有具體的研究成果。雖然今年度的申請案件較前一

年（202 件）少，其中部分原因是前一年有預核通過案略增加之故。整體

而言，本年的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的平均水準，較往年提升不少。 

(二) 協助執行本年度吳大猷紀念獎的推薦案審查作業，就符合資格的

年輕學者中，由上述專題研究計畫審查委員評估，最後決定推薦政治大學

心理系楊建銘副教授，其近五年著作側重於以認知心理模式與臨床神經心

理學的工具檢測睡眠的行為意涵及失眠的機制，多篇論文均發表在國際上

的一流或重點期刊。本案獲得人文處審查通過後，最後亦獲得全委會的審

查通過。 



(三) 協助本年度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案的審查，分由不同領域的傑出

心理學教授初審，再依初審意見評估，僅有約百分之五十的申請案件獲通

過，可見其競爭性，且平均水準也較往年提升。另外，去年度大專生研究

計畫成果報告，經審查後推薦台灣大學心理學執行的二案，最後獲全委會

通過獎勵。 

(四) 協助本年度科技人員短期國外進修申請案審查(共 7件)，本項作

業係針對已任教職者，經所組成審查委員會之委員初審，再開會討論決定

推薦四案。 

(五) 協助本年度＂千里馬＂出國進修申請案審查(共 8件)，本項作業

係針對尚在國內就讀心理學相關係所之博士班研究生，藉各領域的專家初

審的意見推薦之，共計 9案獲推薦。 

(六) 協助心理學相關的國內學術期刊審查作業進行，審查目前已經收

錄在 TSSCI 資料庫的九項期刊以及今年度提出申請的六項期刊，由各領域

專家分審，再行加開審查會議討論每一項的最近三年出刊情形，本年度審

查結果是，原已收錄的心理類 TSSCI 期刊維持不變，新申請綜合類的期刊

五種均未獲本學門支持，主要原因是其內容與心理學研究相關度不高，綜

合類期刊作出審查報告，並呈報人文處期刊聯席會議。 

(七) 協助其它申請案審查，包括出席國際會議經費補助申請，海外學

人短期訪台申請案、研討會經費補助申請案，新進人員隨到隨審之專題研

究計畫申請案。 

 

二、 年度內推展心理學門之相關任務型作業： 

(一) 配合人文處相關研究推動政策，為提升心理學門學術水準的任務執

行計有： 

1. 進行國內外心理學期刊的比較，並調查心理學門研究人員近年來

發表論文的期刊及其屬性，本案部份委託國立中央大學人力源研究所陸洛



教授進行，已於今年八月完成。 

2. 配合人文處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推展研習營工作，建立心理學研

習營，以利心理學研究的方法及各領域的特定發展趨勢能更普遍及有效的

傳播。本案委託國立成功大學教育學院陳振宇教授執行，於本年第二季完

成各項規畫並上網公告。從今年度研習營申請(九月底截止)案件相當多件

而言，顯示這項研習營的課程，將對國內心理學研究將有提升的效益。 

3.配合人文處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進行調查心理學門熱門及前瞻性研

究議題。本案由本人及四位協同主持人，包括：台灣大學心理系梁庚辰教

授、政治大學心理系許文耀教授、中正大學心理系黃世琤教授及李玉琇教

授分就實驗認知、臨床諮商、發展教育等次領域進行之，已於 95 年 7月

底完成第一年計畫的部分。第一年的調查結果主要針對情緒的研究主題，

以不同心理學的次領域或角度進行調查全球興起的新興議題，並就此調查

結果召開座談會，讓心理學門的研究學者進行交流討論。 

(二) 為瞭解諮商心理學領域的發展趨勢，邀集十位國內諮商心理學較資

深研究者進行座談及意見交流。此次座談會亦針對近年該領域學者的專題

研究計畫的申請與研究成果進行分析，以及未來國內諮商心理學相關期刊

與研究水平的提升方式。會議結論主要是加強實證研究工作的推動，以創

新的實證資料發表於國際間，來提升本國諮商心理學的水準。 

(三) 為瞭解心理學各領域的現況，多次參與國內各種心理學次領域在國

內召開的中大型研討會，其中包括台灣心理學年會(東吳大學)。 

 

三、 下一年度的特別工作規劃 

經過這兩年的工作計畫執行，對上述兩大項年度工作已較熟稔，本

人計畫在下一年度（即本案的第三年）再略增一些特別工作。這些特別工

作主要是更進一步了解心理學門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的論文發表情況，以

及推動特定主題的研究能量。前者將利用資料分析及統計整理之，後者將



以座談會的方式進行之。後者的相關主題計有： 

（一）如何提升心理學年輕學者的研究動機及視野（預計在第一季舉行）

（二）如何撰寫國科會多年期研究計畫（預計在第二季或暑假初期舉行） 

（三）如何提升臨床與諮商心理學實徵研究的能量（預計在第三季舉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