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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研究訓練階段 

 一、近二年學校獨立研究課程之規劃 

本校獨立研究課程分為三年級「研究技巧訓練」與四至六年級

「獨立研究實作」兩大部分，前者訓練研究技巧，如資訊運用、資

料蒐集與整理，以及研究方法等；後者採混齡編組，由高年級在決

定題目後招募四年級組員，研究過程中亦會根據主題搭配校外學習。       

欲培養之核心素養為： 

(一) 解決問題：具備問題理解、思辨分析、推理批判的系統思考

與後設思考素養，並能行動與反思，以有效解決生活問題。 

(二) 溝通表達：具備理解及使用語言、文字、數理等各種符號進

行表達與互動，並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三) 團隊合作：能與他人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並發展與人溝通

協調、包容異己等素養。 

根據核心素養發展之課程目標如下： 

（一） 能體驗發現及解決問題的過程。 

（二） 能拓展且熟知某領域的知識，總結所得後與他人分享。 

（三） 能運用研究所需之相關技能。 

（四） 能投入研究，並以積極的態度與人分工合作。 

    課程大綱如下圖： 

 

 

 

 

 

 

 

 

 

 

本校獨立研究課程 

三年級 

研究技巧訓練 

1.文書處理軟體 

2.研究方法 

3.儀器操作 

4.資料蒐集與分析訓練 

5.成果發表與分享 

6.觀摩與學習 

四年級 

獨立研究實作 

1. 基礎文書處理 

2.資料蒐集與分析 

3.研究操作 

4.成果發表與分享 

5.觀摩與學習 

五、六年級 

獨立研究實作 

1.獨立操作文書處理 

2.資料蒐集與分析 

3.研究設計與操作 

4.研究報告撰寫方法 

5.成果發表與分享 

6.研究領導與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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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如何提供該生獨立研究訓練 

    本校在安排獨立研究課程時，按照學生年級區分為三年級、四

年級，以及高年級三層次，說明如下： 

(一) 三年級：針對三年級的資優生，會設計與學科相關的課程以拓

展其知識基礎，每週安排兩節主題探索課程，主要在研究技巧

的訓練方面，讓學生學習文書處理、資料蒐集與整理方法、圖

書館運用、觀察與做筆記的能力、晤談方法。在資源教室的充

實活動中，提供一般探索機會，搭配如數位相機、顯微鏡、簡

單科學實驗技術等的操作練習。每年安排參訪多場展覽，讓學

生能找出研究興趣與觀摩優秀作品，並隨時記錄有興趣的主題。 

(二) 四年級：在學科加深加廣方面與三年級相同，但進入此階段，

學生已開始針對有興趣的主題進行研究，而非單純只蒐集資料。

每週兩節課的獨立研究課程，四年級資優生主要擔任研究協助

者，配合學長姐的引導，協助研究觀察與記錄工作，對於了解

實際研究歷程與重點事項，是很重要的訓練。 

(三) 高年級：每週進行兩節課的獨立研究課程，實際進行研究，在

教師協助下，完成「訂定主題」、「擬定工作進度與分配」、「擬

定研究問題」、「蒐集資料與整理」、「尋求資源」、「實際研究與

記錄」、「研究討論與發現」、「撰寫書面報告與分享」之流程。

在此階段，教師的角色會依據學生能力，慢慢減少干預，擔任

引導討論與技術指導工作，掌握學生計畫安排與實際進度是否

得宜，並在學生完成報告時協助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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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獨立研究階段 

一、研究動機 

    上課時，我們和老師在聊天，聊著聊著就聊到了中秋節，因為

選題陷入迷茫的我們，因為老師問想到中秋節會想到什麼，有組員

就說每年都會大排長龍的蛋黃酥店，今年好像人更多了。一時好像

頓悟的燈泡亮起，我們就決定要做關於排隊的主題，了解民眾什麼

狀況會排隊、為何要排隊、衍生的商機、因排隊產生的相關問題的

意見等等，看看生活在彰化市的民眾們有什麼想法。 

 

二、研究問題 

 (一)多數民眾都是為了什麼理由排隊？ 

 (二)多數民眾曾經耗費最長的排隊時間是多久？ 

 (三)哪些地方民眾願意花時間排隊? 

 (四)民眾是否曾為了某些理由額外撥出時間排隊？ 

 (五)多數民眾接受的排隊時間是多久? 

 (六)受哪些對象影響會促使民眾排隊? 

 (七)排隊時討厭遇到的是有哪些? 

 (八)遇到有人插隊會如何處理? 

 (九)對於代排隊服務的接受程度如何? 

 

三、擬定正式計劃及工作進度表 

 (一)擬定正式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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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進度表  

 9/2 
- 
9/6 

9/9 
- 
9/13 

9/16 
- 
9/20 

9/23 
- 
9/27 

9/30 
- 
10/18 

10/21
- 
10/25 

10/28
- 
11/1 

11/4 
-
11/15 

11/18
-
11/29 

找資料          

確立研究方向          

製作問卷          

修改問卷          

印問卷          

製作小禮物          

發問卷          

統計問卷          

打報告          

 

  (三)製作問卷小禮物 

    老師問發問卷要送什麼小禮物，因為我們沒有在賺錢，沒辦法

用買的，所以手做的小東西比較適合，這學期在上文創的課程，就

想到課堂上學到的「頁角書籤」，摺好之後，想到排隊很辛苦，就

找了代表悠閒的一些小圖案貼上去，就成了可愛又環保的小禮物了

(圖 3-1)。 

 

圖 3-1 頁角書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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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彙整相關文獻 

(一)排隊的歷史   

要建立文化大國，也許要從根絕上車不排隊這類

「輕輕一摸」的小事做起。排隊上車不是政府的事，

不是警察的事，是我們的事，我和你的 

（林懷民，1978.8.26）。 

    林懷民在 1970年代發表的文章中提到關於排隊的必要性，反映

了當時知識界的「文明化焦慮」，以及對一般民眾自我要求的期待：

企盼無須政府和警察監管指揮，便能自動自發。且因當時台北市巴

士因為缺車問題，人們擔心等候太久而無法維持秩序，市長李登輝

就提出了排隊運動的構想，發動了市府機器各單位，還動員了學生、

民間社團，結合了報章媒體，展現了由上而下的新生活運動，希望

透過養成排隊習慣促進文明發展。    

  (二)與排隊相關的問題 

    排隊雖然是文明行為，但若是人群太多、排隊時間過久，不免

衍生一些問題： 

   1.製造垃圾、噪音 

    每到中秋節前，彰化市有名蛋黃酥店就會開始大排長龍，民眾

徹夜排隊，長達 8小時，人龍最長達 300多公尺，還因造成當地交

通混亂、噪音與垃圾問題引發地方居民怨聲載道，警方也常派員前

往勸導。 

   2.耗費時間 

    台灣"果粉"不少，蘋果 iPhone 11系列手機開賣前，因亞太電

信破天荒推出月付 999元，手機零元帶回家的超強優惠，有民眾在

尚未知曉預購時間與地點時就到門市排隊，累積排隊時間長達 120

小時。 

(三)排隊的相關調查與研究 

1.根據「香港排隊文化」的研究，30%以上的巿民因乘搭交通工

具和購物而排隊，換購禮物佔 16%。搶購演唱會門票和其他則

https://udn.com/search/tagging/2/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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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佔 10%和 11%。反映香港巿民的日常生活中最常因乘搭交通

工具而排隊，其次是在購物的時間要排隊付錢。 

2.根據 dailyview網路溫度計研究，最常提到的排隊地點前三名

分別是：第一名分別是在餐廳/夜市排隊吃美食，第二名是在

捷運/公車站排隊上車或搶位置，第三名則是在超商/百貨公司

排隊買東西。 

3.一份「主題樂園中遊客最喜愛設施的最適排隊等待時間」的研

究，以九族文化村、劍湖山、六福村、小人國及麗寶樂園五家

主題遊樂園的遊客取樣一千四百四十人，了解遊客可接受排隊

時間的容忍度。研究發現，卅分鐘是遊客等待的心情轉折點。

遊客一開始對遊樂設施品質抱持「等愈久愈值得」的態度，只

要在卅分鐘內排到，都能滿足期待。但是，超過三十分鐘，遊

客可能隨時「翻臉」，開始用放大鏡檢視，稍有不滿意，就對

遊樂設施嫌東嫌西，這時再問受訪者等多久了，竟出現「等一

輩子了」、「這家爛透了」等不耐煩的嫌惡語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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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料分析 

  (一)初版問卷問題點與修改說明 

    問卷初稿完成後，指導老師不計，我們找了 9名大人，包括學

校老師與家人協助預試，其中 4人未建議，其他 5人的建議如下： 

項次 問題點 修改方式 

1. 選項太少， 無法填寫。 增加一些選項。 

2. 有些地點排隊是必要的。 增加一些地點。 

3. 問題太簡略，導致無法理

解題意。 

把句子加長，把句子說的完整

一點。 

4. 有些題目沒有加「可複

選」的字眼。 

如題目可以複選，就加上「可

複選」的字眼。 

5. 有些選項沒有其他。 把無法盡善盡美的選項，增加

「其他」的選項。 

6. 第一題沒問您是否有排過

隊 

依然不佳，調查時直接找有排

隊經驗的民眾。 

7. 問卷中缺乏禮貌，敘述過

於簡略。 

修改為，例如:願意排多久?改

成您願意排多久? 

 

    經過修正，將問卷內容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資料、第

二部分是對於民眾的排隊經驗、第三部分是民眾對於排隊的看法。

正式問卷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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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生活在彰化市 18歲以上的民眾，為了想讓發放年

齡平均，我們選擇了以下的地點發放：公園、大學校園、學校周邊

社區、幼兒園，並同時採用紙本與雲端兩種方式發放。 

 
圖 5-1 

我們總共發了 300

份問卷，有效問卷

300份，其中男

105人，占

35.2%；女 194

人，占 64.8%。 

 
圖 5-2 

根據問卷統計的結

果，發出的年齡層

30-40歲占 33.3%

最多，60歲以上占

4%最少。 

 
圖 5-3 

根據問卷統計的結

果，發出的職業服

務業占 24.4%最

多，退休人員占

4.1%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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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結果統計 

民眾的排隊經驗 

 
圖 5-4 

根據圖 5-4，吃美

食的人佔 73.33%最

多，其他中多數人

填寫了玩遊樂園設

施以及看醫生。 

 
圖 5-5 

根據圖 5-5，排最

久的人 1-3小時佔

36.5%最多，15分

鐘以下與半天以上

各佔 5.0%左右。 

 
圖 5-6 

根據圖 5-6，在餐

廳\超市排最久的

人占 31.2%最多，

在博物館排隊排最

久的人占 2.3%最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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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7 

根據圖 5-7，不得

已一定要排的人占

32%最多，本身是

代購，職業所需的

人占 1.8%最少。 

 

圖 5-8 

根據圖 5-8，

84.67%都未曾額外

請假或或班去排隊

最多，顯示多數人

還是較理性的，即

使額外找時間，也

都能請假。 

 

 

  



11 

民眾對於排隊的看法 

 

圖 5-9 

根據圖 5-9，最討厭

插隊卡占 72.3%最

多，另外還有人在

其他中提到，最討

厭遇到沒有網路

的，是很特別的意

見。 

 

圖 5-10 

根據圖 5-10，56.8%

的人表示會直接糾

正他，請他排隊；

雖然是最少數，但

仍有人會把插隊行

為放上網。 

 
圖 5-11 

根據圖 5-11，多數

人認為即使在保障

名額內也不能讓他

人排在自己前方，

占 41.6%。加上能直

接意會到此為插隊

行為的民眾，顯示 6

成以上市民了解不

能因為不影響自己

就不管他人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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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根據圖 5-12，57.1%對於代排隊服務的接受度仍不高，或可能接受

服務但不願意出錢；隨著代價越高，接受的人越來越少，不知若問

住在台北市的人是否有城鄉差異。 

 
圖 5-13 

根據問卷統計的結

果，受朋友推薦而

願意排隊的人占

49.67%最多，但有

38.67%的人即使有

人推薦也不會去

排，表示排隊者不

見得都是跟風。 

 
圖 5-14 

根據圖 5-14，願意

在餐廳或夜市花時

間排隊的人最多，

占 53%；顯示多數人

較願意為了美食娛

樂奉獻時間。此結

果也與網路溫度計

調查結果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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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根據圖 5-15，願意

花半小時排隊的人

占 39.3%最多，整體

來講 6成以上民眾

認為排隊半小時至

一小時之間是可以

接受的，與中興大

學關於遊樂園的研

究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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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結果與討論 

    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得出以下結果： 

(一) 生活在彰化市多數民眾排隊的理由，最多是為了吃美食，占

7成以上。其中 3成以上是不得已一定要排，如：上廁所、

銀行，但 8成以上不曾翹課、翹班、請假或通霄排隊，顯示

多數人仍是理智的。 

(二) 調查民眾曾經耗費最長的排隊時間，發現耗費 1~3小時的人

最多，占 3成以上；但半小時、1小時與 1~3小時的選項落

差不大，如果研究能再聚焦在固定場所或品項，所得結果應

該能更加集中。 

(三) 對於較願意花時間排隊的地方，5 成以上民眾為餐廳或夜市，

其次是捷運或公車站。表較之下，多數民眾在食與行方面願

意耗費時間成本。 

(四) 多數民眾能接受的排隊時間最長在半小時與一小時之間。 

(五) 多數民眾在受朋友推薦時會比較願意排隊。 

(六) 7成以上民眾在排隊時最討厭插隊卡位，其次是人潮擁擠。 

(七) 遇到有人插隊時，大多數民眾會直接糾糾正他(她)，近七成，

其次是如果有人發聲，我會附和(被動)。此外，我們也問了

民眾如果在保障民額內，是否讓別人排在他的順位前，6成

以上民眾皆表示拒絕，表示多數人了解不能因為不影響自己

就不管他人權益。 

(八) 彰化市民眾對於有償代排隊服務的接受程度仍然不高，六成

以上不願意花錢，但仍有近 3成民眾願意花高出商品價格

10~20%請人代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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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鑑與檢討 

  (一)決定主題 

    決定主題時因很多主題做不好做研究題目，這時迷網的我們看

到新聞的不二坊之亂，讓我們找到了一個主題「排隊」。 

  (二)蒐集資料與擬訂計畫 

    因為這個題目有很多人做過，所以在蒐集資料的方面沒有困難，

但有些資料整理方面有難處，要進行資料分類，還要決定研究方向，

所以也有點困擾。 

  (三)問卷題目討論 

    研究排隊一定要透過問卷去訪問民眾，於是又面臨另一個問題，

大家胡亂討論，雖然想出了很多問題，但是亂七八糟沒有邏輯與重

點，只能再蒐集資料，並進行刪減，才得以把第一版問卷做出來。 

    第一版問卷出現後，我們嘗試將自己當成填答者，研究了題目，

才發現漏洞百出，又改了一番，才拿第二版去做預試，幸好大人們

都很欣然同意幫我們進行修改。 

  (四)問卷預試及定稿 

   進行問卷預試後，卻發現還是有很多錯誤或不合宜的地方沒注意

到，如：選項太少，無法填寫、問題簡略說明不清等問題，於是大

翻新一次，修改了措辭與補充選項，做了完整的第三版，才去路上

發給民眾填寫。 

  (五)進行問卷調查 

    第一次發問卷因為沒有經驗，所以畏畏縮縮，不敢主動詢問，

加上時間是早上，路上除了擺攤的商人，沒有什麼人，所以效率極

低，第一次大概發出十份左右而已。第二次，雖然有些經驗，但是

我們必須面臨更大的考驗，因為要去公園，早上公園大部分都是老

人，所以有溝通上的大問題，不過，好在有會台語的隊友，雖然說

得很破，但也才得以發出問卷。第三次前往大學校園之前，考量到

便利性且多數手機不離身，我們將紙本問卷製作成了雲端問卷，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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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轉成 QR CODE，讓大學的哥哥姐姐方便填寫，也另外請鄰居朋

友們幫忙。 

    在大學校園發問卷時，哥哥姊姊除了主動幫我們號招人馬，也

很開心的跟我們聊天，問我們：「你們讀哪裡？」，還給我們建議：

「盡量找要出校門的人。」等，對我們非常親切。因為他們的友善

與支持，當次我們增加了將近一百份，加上之前的份量，終於完成

三百份的目標。 

    發紙本問卷時還有遇到一些問題，例如：單選寫成複選、題目

沒寫到、雙面只寫第一面，一開始沒留意，浪費了幾張問卷，所以

之後在民眾填寫完後，都有仔細檢查一遍，如果沒寫完整，就請他

補充，之後的雲端問卷就沒有這些問題，所以使用手機填答，除了

統計便利，也不會遇到缺漏的情形。 

   

幼兒園 公園 大學校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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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統計資料與撰寫書面報告 

    做完問卷後，開始了最痛苦的統計問卷歷程，看到堆積如山的

問卷，我們開始懷疑人生，但這不能躲，只好硬著頭皮上。老師教

我們選項打勾的輸入 1，沒勾的輸入 0；以為終於輸入完了，卻在檢

查時發現有些選項沒輸入到，幸好問卷都有編編號，如果是採用正

字劃記，要怎麼翻找啊？幸好其中有一百多份是圓雲端問卷，我們

才比較輕鬆，可是只有一百多份是雲端問卷，還有兩百多份要用人

工統計，統計過程中，我們苦不堪言，一直抱怨，不過統計也在這

抱怨聲中結束。 

    統計問卷結束，更恐怖的還在後頭，撰寫書面報告才是真正的

魔王，因為數學課只教看圖表的人數，並沒有學過如何解釋，奮鬥

了很久，終於把所有資料都彙整完畢，報告寫好的這天終於來臨，

獨立研究報告終於完成了。 

感謝不認識的長輩與哥哥姊姊們，因為他們的友善，讓我們面

對陌生人能勇敢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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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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