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請依稿件類型之規範，撰寫投稿文章。 

二、稿件格式與一般參考文獻引用說明，請參閱投稿須知。 

三、在中文稿件中，中文文獻英文化說明： 

(一) 該筆中文文獻已有相對應的英文意譯 

此種情形下請以現成的英文意譯為主，請勿自行翻譯。如：大部分的中文期

刊會有自己的作者、論文題目、期刊名之英文資訊，就請附上即可。附加的方式

是置於該筆中文文獻之後，並以加上中括號。以下試舉二例： 

1. 期刊論文 

黃囇莉、張錦華（2005）：〈台灣民眾的身體意象及其預測因子：人際壓力、

媒體信任作為中介變項〉。《中華心理學刊》，47，269-287。[Huang, L. L., & 

Chang, C. (2005). Body image and its predictors in Taiwan: Interpersonal pressure 

and media agreement as mediators. Chinese Journal of Psychology, 47, 269-278.] 

2. 非期刊論文 

陳舜文（2005）：《華人的社會目標與成就動機：以台灣大學生為例》(未出版

博士論文)。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研究所，台北。[Chen, Shun-Wen (2005). Chinese 

goals of achievement and motivations: The case of Taiwanese college studen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一) 該筆中文文獻沒有相對應的英文翻譯 

建議先向該筆中文文獻之作者詢問是否有英文翻譯，若不得，再採用以下介

紹的方式進行「音譯」。音譯請採用「漢語拼音」，並以「詞」為單位陳列。然而，

有些作者的姓名，在學術界已有慣用拼法（通常可以在作者的期刊論文中找到），

有些名詞（如：地名、出版社等）也已有通行或正式的拼法，請採用通行或官方

的拼法，而非自行音譯之。文獻經翻譯成英文後，請置於該筆中文文獻之後，並

以加上中括號。請以下試舉例說明： 

 



 
 

1. 錯誤的書寫方式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台北：心理

出版社。[Huang, Guang-Guo (1995). Zhi shi yu xing dong: Zhong hua 

wen hua chuan tong de she hui xin li quan shi. Tai bei: Xin li 

chu ban she.] 

※說明： 

(1) 「黃光國」的漢語拼音為" Huang, Guang-Guo ”，但學術界慣用拼法為 

“ Hwang, Kwang-Kuo ”，故請採用後者。 

(2) 「台北」的漢語拼音為“ Tai bei ” ，但目前官方拼法為“ Taipei ”，請採用官

方拼法。 

(3) 「心理出版社」的漢語拼音為為“ Xin li chu ban she ”，但官方拼法為 

“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通常可在出版社網頁找到），故應譯為後者。 

(4) 音譯未以「詞」為單位陳列，如：「知識」應翻為“ Zhishi ”（連在一起），

而非“ Zhi shi ”。 

2. 正確的書寫方式 

黃光國（1995）：《知識與行動：中華文化傳統的社會心理詮釋》。台北：心理

出版社。 [ Hwang, Kwang-Kuo (1995). Zhishi  yu  xingdong:  Zhonghua 

wenhua  chuantong  de  shehui  xinli  quanshi. Taipei: Psychological 

Publishing.] 

 



 
 

四、文獻引用注意事項： 

(一) 一位作者 

1. Porter （2001） 

2. 楊國樞（1999） 

3. （Porter, 2001） 

4. （楊國樞，1999） 

(二) 二位作者 

1. Wassertein 與 Rosen （1994） 

2. 吳清山與林天祐（1991） 

3. （Wassertein & Rosen, 1994） 

4. （吳清山、林天祐，1991） 

(三) 三位至五位作者 

內文中第一次引用時全列，之後就用 「第一作者 et al.」。不要將 et al.用斜

體字排版，但要在 al 後面加上句號。 

1. Wasserstein、Zappula、Rosen、Gerstman及 Rock （1994） 

[第二次以後]  Wasserstein 等人（1994） 

2. 吳清山、劉春榮及陳明終（1990） 

[第二次以後] 吳清山等人（1990） 

3. （Wasserstein, Zappula, Rosen, Gerstman, & Rock, 1994） 

[第二次以後] （Wasserstein et al., 1994） 

4. （吳清山、劉春榮、陳明終，1990） 

[第二次以後] （吳清山等人，1990） 

 



 
 

(四) 六位作者 

內文中不管第幾次引用都採用 「第一作者 et al.」，在參考文獻中要列出所

有（六位）作者姓名。 

1. Wasserstein 等人 (1994) 

2. 吳清山等人（1990） 

3. (Wasserstein et al., 1994) 

4. （吳清山等人，1990） 

(五) 七位以上作者 

內文中不管第幾次引用都採用 「第一作者 et al.」，但在參考文獻中僅列出

前六位作者姓名，剩餘的作者則縮短為「et al.」 

(六) 括弧內同時包括多筆文獻 

1. 同一作者不同著作 

1. Gardner（1984, 1990a, 1990b） 

2. （Gardner, 1984, 1990a, 1990b） 

3. 楊國樞（1993，1997，2005）  

4. （楊國樞，1993，1997，2005） 

2. 不同作者 

1. （Bourdieu, 1965 ; Holmesm, 1967） 

2. （郭為藩，1992；林清江，1994） 

3. （金耀基，1992；Ho,1976） 

 

 

 



 
 

(七) 引用特定文獻時﹐如資料來自特定章﹑節﹑圖﹑表﹑公式，要一一標明特定出

處，如引用整段原文獻資料，要加註頁碼。 

1. （賈馥茗，1997，第五章） 

2. （杜維明，1992，頁 13）  

3. （余德慧，2005：24）  

4. 許其端（1999：139）  

5. (Rogers, 1979：338) 

6. Rogers（1979：338） 

(八) 引用翻譯著作時，要同時註明原出版年與翻譯本出版年。 

Derrida（蔣梓驊譯，1999） 

※說明：原出版者不用列參考文獻，譯者須列參考文獻 

(九) 間接引註 

1.（李四，1952，引自陳伯璋，1987） 

2.（引自陳伯璋，1987） 

※說明：注意參考文獻中應列入陳伯璋之作品，非李四作品 

(十) 中文書名或篇名之引註 

1. 〈篇名〉: 〈子路篇〉 

2. 《書名》:《論語》  

3. 《書名．篇名》:《論語．子路篇》 

(十一) 文獻付梓中 

Tsai, Knutson, & Fung (in press) 

(十二) 中文稿之專有名詞應中譯，並於第一次使用時括號加註原文。 

「面子功夫」（face work） 

 



 
 

(十三) 「與、及、＆」的使用 

1. Wang與 Kook（1992）預測連戰會出來競選總統。 

2. 有人曾預測連戰會出來競選總統（Wang & Kook, 1992）。 

※說明：二位作者時，中間連接詞用「與」 

1. 莊孝信、莊孝義及莊孝仁（2007）發現網路成癮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議

題。 

2. 網路成癮已經成為近年來的熱門議題（莊孝信、莊孝義、莊孝仁，2007） 

※說明： 

1. 三位以上的作者時，除了最後一個連接詞使用及之外，其餘請使用「、」 

2. 在括號內的文獻引用時，作者間的連接詞均使用「、」 

(十四) 期刊的卷與期 

期刊名斜體，除了介詞、連接詞之外，每個字的第一個字母大寫。期刊卷數

斜體，期數與括號不斜體。 

 【中文範例】 

王臺生（1966）。〈MP1 之因素效度〉。《中華心理學刊》，26，267-276。 

 【英文範例】 

 例一： 

Paolo, A. M., & Ryan, J. J. (1993). WAIS-R abbreviated forms in the elderly: A 

comparison of the Satz-Mogel with a seven-subtest short form. Psychological 

Assessment, 5, 425–429.  

例二： 

Goldsmith H. H., & Alansky, J. A. (1987). Maternal and infant temperamental 

predictors of attach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55(6), 1-16. 

※說明： 

期刊的期數不一定要列出：若期刊的每一期都是從第一頁開始編碼，才要列期數；

如果第二期以後是接在前一期編頁碼，則不需要列出期數，只需要列出卷數；目

前大部分的心理學期刊都不是每一期從第一頁開始編碼，因此大都不須要列（期

數）。（請作者確認） 



 
 

前大部分的心理學期刊都不是每一期從第一頁開始編碼，因此大都不須要列（期

數）。（請作者確認） 

五、其他應注意之格式 

(一) 小數點的表示 

相關係數因為介於 1.0與 0之間，所以用「.12」、「.08」表示， 

其他數字因為可能大於 1，所以要用「1.02」、「0.09」、「0.25」等表示。 

(二) 統計符號均須使用斜體字 

卡方除外，因 χ 為希臘字不須斜體，括號與數字不須斜體、數字也不需要為

下標、「等號」、「大於」、「小於」符號的前後要空一格。使用卡方時，要在圓括號

內敘述「自由度」和「樣本大小」。注意：括號之半形、全形、空格、斜體、正體。 

 正確範例： 

N = 320、n = 46、SD = 0.39、M = 1.38、t(26) = 3.69、F(1, 26) = 86.01、χ2(4, N = 

60)=11.21、r(51) = -.47、p < .05、SDs = 2.43(0.50), 2.59(1.21), 2.86(0.12) 

錯誤範例： 

F(1, 26) = 86.01 

※說明：在文章中的一連串統計符號：統計符號若在內文中，需看上下文 

【英文文章】若上下文為英文、數字、統計符號，則為半形括號。 

SDs = 2.43(0.50), 2.59(1.21), and 2.86(0.12)  

【中文文章】若上下文為中文，則為全形。因此，通常若有一長串的統計放在一

起，會出現最會外面的括號是全形，被包在裡面的則為半形。 

例一： 

「衝突因應類型」有主要效果（F (2, 291) = 41.90, p < .001, η2 = .22）。 

 



 
 

例二： 

三類衝突因應類型與衝突後的關係變化顯著相關（ χ2(4, N = 308) = 

102.8, p < .001）。 

例三： 

「對挑戰的負向行為反應」與「參與風格」、「投入」、「意志力」等都呈負

相關（rs(51) = -.31, -.42, -.61, ps < .001）。 

 

(三) 表標題：在表之上；靠左；句末不須句號。 

【英文文章】 

Table 5 Comparing FSIQ estimating quality of 54 tetrads by Prorated Procedure 

【中文文章】 

表 1 華人效忠主管主要概念 

 

(四) 圖標題：在圖之下、置中且中文標題句末不須句號。 

【英文文章】 

Figure 1. Mean discrepancies between estimated and actual FSIQ for each selected 

tetrad by five ability level. 

※說明：英文圖標題要句號。 

【中文文章】 

圖 3：華人效忠主管與效標變項之路徑分析 

※說明：中文圖標題不用句號。 

 

(五) 表與圖中的文字、數字及括號 

【英文文章】 

 括號均為半形；英文字與括號間需空格，「=」前後要空格 

Students (n = 52) 

 



 
 

 數字與括號間需空格 

-1.95 (1.33)** 

 

【中文文章】 

 若上下文為數字、統計符號，則為半形括號，數字與括號間需空格 

1.95 (1.33)** 

 若上下文為中文，則為全形括號，中文字與括號間不需空格 

高自尊（N = 52）；策略過程（1 / 2） 

 

(六) 表與圖下方的註解：在表、圖之下，靠左及句末須句號。 

1. 一個註解 

【英文文章】 

Note. Figures are sized to fit within the ranges shown. 

※說明：Note為斜體 

【中文文章】 

註：差值正值時為抑制，負值為促進。 

※說明：打「*」號者為經控制第一類型錯誤後達統計顯著差異。 

2. 一個註解以上，註解順序為： 

(1) 一般註解：限定、解釋或提供表、圖的相關資訊 

(2) 特別註解：特定的某個直欄、橫欄或個別的條目有關 

(3) 機率註解：指出顯著性考驗的結果。 

【英文文章】 

Note. All nonsignificant three-way interactions were omitted.  

a These characters are included in Chinese text books used in the first year of 

elementary school.  

b These characters are included in the second-year Chinese text books, but not in 

the first year’s text books. 

* p < .05. ** p < .01. ***p < .001. 

 

 



 
 

【中文文章】 

註：表中粗體字為校正後的標準化殘差（adjusted standarlized residual）。「=」

指兩者沒有顯著差異。 

a 表示該組與控制組有顯著差異。 

b 表示該組與疑似失智組組有顯著差異。 

c 表示該組與輕度失智組組有顯著差異。 

* p < .05. ** p < .01. ***p < .001. 

(七) 專書版本不須以上標表示 

正確範例 

Morrin, M., & Heimer, I. P. (1986). Feeding and drinking. In C. F. Coles & F. C. 

Frasser (Eds.), Control of intake (3rd ed., pp.18-97). Berkeley, CA: American 

Physiological Society. 

錯誤範例 

Sattler, J. M. (2001). Assessment of children: Cognitive applications (4thed.). San 

Diego: Author. 

(八) 中文稿中，連接號與破折號之使用 

所有的中文標點符號都要佔全形。其中「—」若當作連接號，請用全形且佔

一格；若當作破折號使用，請以「——」表示，即要佔兩格。例如：「壓力的生理

—心理—社會模式」（—當作連接符號）；「-----是整合性觀點——在特定情境下的

反應，兼具認知與情緒的-----」（——當作破折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