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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應屆畢業生「離校手續」e 化及單一窗口化 

流通組  陳麗雲  

一、原由：本校畢業典禮籌備委員會提出，教務長主持，電算中心系統發

展組規劃處理。 

二、圖書館配合辦理：將流通自動化系統中既有的「 離校功能 」，掛到圖

書館網頁上，提供應屆畢業生由任何一台可連上網際網路之電腦設備，

自行上網辦理離校手續。 

三、目的：1.免除讀者奔波來館及排隊等候之苦，同時紓解櫃檯工作人員

忙不過來之壓力。  

2.校方行政人員，如教務處註冊組工作人員可透過電算中心的程式於網

上檢視某生離校手續辦理結果，便於核發畢業證書。 

四、入口：1.由「東海大學首頁」，點選「師生資訊系統」→「學生資訊」

→執行「畢業離校」。 

2.單辦「圖書館」離校手續者，可直接進入「圖書館網頁」，點選「個

人借閱狀況查詢」→執行「離校功能」(有欠書欠款者須先至圖書館

櫃檯結清始能辦理 )。 

五、92 學年度預定啟用時間：第二學期 6 月初或 5 月期間。 

 

讀書筆記  

張春興等＜怎樣寫好讀書報告＞
1
讀後心得 

進修部中文系  陳映君 

對於時下大學生、研究生來說，「怎樣才能寫好讀書報告？」是一

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亦是畢業在即的我幾年下來在學習上所遇到的一大難

題。上了五年級，照理說，在撰寫讀書報告方面應該已是身經百戰，不會

有太大的問題才是。然而，也許是老師們體諒同學半工半讀的辛苦，因此，

很多科目都沒有所謂的報告作業，有的話，亦只是一個學期一篇期末報告。

而報告的字數，往往在同學的討價還價下，多則五千字，少則一千字，因

此總在學期末草草交差了事。直到上了四年級，知道有同學開始為考研究

所向老師請教研究計劃的撰寫，才驚覺，若想繼續升學，而連一份像樣的

                                                 
1 張春興等，＜怎樣寫好讀書報告＞，《中國論壇》第 14卷第 6期，71 年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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讀書報告都寫不出來的話，那就更遑論研究計劃、研究論文的撰寫了。因

此，在老師給的作業中，我挑了＜怎樣寫好讀書報告＞這篇文章，希望能

藉此加深自己撰寫報告的能力，也為未來須面對的論文寫作奠基。 

由於讀書報告的習作，事關教學上的良否，更與學術研究的訓練與

學術風氣的發揚有密切的關係，《中國論壇》有鑑於此，特邀請師大張春

興教授策劃此一專題，與五位國內大學的研究生舉行座談，共同提出他們

在「教」與「學」兩方面的心得，希望能對時下的大學生、研究生，甚或

老師教授們有所貢獻。此篇文章的重點不在撰寫報告的「形式」，而是偏

重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怎樣以最經濟、最妥當、最迅捷的方法，求得最

充實的「內容」。換句話說，這是過來人的經驗談，聚集個人的經驗而集

思廣益，希望能對國內的學術發展有所裨益。 

此篇文章是一場座談會的紀錄文章。首先，由張春興教授的開場白--

「為什麼要探討這個問題」帶入主題，張教授的五點論述是相當精闢的，

他所提出的觀點實為時下大學教育所缺乏並應急需提昇的。現今教育門檻

變寬，學生素質參差不齊的問題確實相當嚴重，若大學教育中沒有一套很

好的讀書方法用以教導學生，那麼教育門檻放寬的美意恐怕要被辜負了，

所以提高大學教育水準是相當重要的課題，而寫讀書報告正是提昇教育水

準中重要的一個方法。另外，張教授有感於台灣教育體制的的制式化，導

致學生求學的態度被動，無法真正落實正確的讀書方法，而讀書報告的撰

寫，正可指導學子們如何讀書，以使學習的效果達到最大。又，輔導學生

懂得寫好讀書報告，培養學生獨立求知的能力，確實可以達成教育的終極

目標。再者，張教授將讀書的方法由「四到」擴展至「六到」，並指出，

寫讀書報告就是訓練學生如何實際運用「六到」，以達求知研究之目的，

如此的創見是不錯的；最後，張教授認為，想在學習的領域中有所成就，

除了要「能讀書」之外，還要「肯讀書」、「會讀書」，而學習寫好讀書報

告正可幫助同學由「肯讀書」到「會讀書」，進一步在求知研究的領域上

能夠有所成就。由以上讓我們了解，寫好讀書報告在學子們求知學習上，

的確是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 

在讀書報告的類型與目的這一章節中，集合五位研究生的論點，為

讀書報告下一定義，並歸納出大概的報告類型，作為讀者認識讀書報告的

引子。另外，有關讀書報告的功能與目的，五位研究生分別由學生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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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老師的立場來探討。以學生的立場來看，他們指出十項論點來闡述讀書

報告的功能及目的。從老師的立場來看，由評量學生的學習成果到教學相

長，在在皆是學生撰寫讀書報告的好處。五位研究生的集思廣益，為寫讀

書報告的功能與目的下了最好的註腳。 

再來是如何選擇讀書報告題目，此處提供讀者七點選擇題目的原則，

每一點都是不錯的，然而在找題目所需具備的條件方面，在此並無多所著墨，

在＜如何寫作國學論文＞2一文中，有一單元為「動手動腦找題目」，作者

列出了五項找尋題目所需具備的條件：1.多讀書，2.多親炙學有專精的師長，

3.多參加學術討論會，4.多留心學術資訊，5.吸收新觀念、新方法。掌握以

上五項辦法，再配合七項選題的原則，如此一來，擇取報告題目的困難度

相信可以降至最低，並能在完整的規劃中，更快速的進行報告的撰寫。 

寫好一篇讀書報告，資料的收集及解讀研判資料是必然的工作之一，

在第四章節中，五位研究生提供讀者資料收集的方法。然因此文為民國 71

年所作，因此，在時效性上有些方法是過時的，已不再適用，這是讀者該

注意的。文中提到工具書及書卡的運用，在資料的收集上，工具書至今仍

是不可或缺的，但在書卡目錄的查詢方面，現今因電腦科技的發達，圖書

館皆改為電腦自動管理，因此若要查書，使用者將所需的資料條件輸入電

腦即可查詢所需的圖書，不必再至圖書館找書卡，書卡在現在圖書館的應

用上顯然作用不大了。又因電腦網路的發達，許多新出的期刊，都已有電

腦網路版的發行，而舊有的期刊亦緊跟時代的腳步，製作成光碟資料，供

讀者運用，如此一來，讀者不必再為找尋資料而四處奔波。有了電腦，資

料上的收集及時間上的管理，對現在的讀者來說是非常方便的。所以，資

料的收集，除了傳統的書面資料，電腦網路的資訊，已成為使用者可以快

速獲得資料的管道。雖然如此，有一點須特別注意的是，網路雖是寫報告

的好幫手，但學生寫報告千萬不可完全依賴電腦網路的資源。利用電腦剪

貼做報告，猶如同學以抄書拼湊報告，如此一來，仍是抹煞了學生的耐性

及讀書思考的能力，這樣本末倒置的讀書方法，實是不足取的。另外，研

判資料亦是寫作讀書報告相當重要的一環，文章中對此點稍作了提示，認

為書評是研判資料的有效辦法之一。但讀者更該理解的是，資料是必須加

                                                 
2 王熙元等，＜如何寫作國學論文＞，《國文天地》第 10卷第 3期，83 年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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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選擇並剪裁的，在解讀過資料之後，哪些資料有用，哪些資料該捨，是

需要有相當嚴謹的判斷力的，如此才不會造成文章「臃腫可笑」或「多不

相干」的窘境，而此一研判能力，是必須經過長期經驗累積的。 

此座談會亦談到報告的形式要件問題，然因此文強調「文章的重點

不在撰寫報告的『形式』，而是偏重在撰寫報告的過程中，怎樣以最經濟

最妥當最迅捷的方法，求得最充實的『內容』」，因此在形式要件上只做了

大概的說明，提出報告該具備的骨架，關於這部分，在＜如何寫作國學論

文中＞3中，則有較詳細的說明，可供讀者作為參考。 

最後一部份，則講到寫作報告的實質內容，一至六點的原則，揭示

寫作必須注意到的重點，若能確實做到此六點，一篇內容嚴謹豐富的報告

當可誕生。 

此篇文章，雖未對如何寫好讀書報告做出全面性的探討，然其對於

初入門者確是有相當助益的。其中某些資料雖有時間性的問題，如統計資

料的年代及資料收集的來源管道，但大部分的內容仍是相當嚴謹、有條理

的，若能掌握文中之論點，不僅在讀書方法上能有所突破，對於報告、論

文的撰寫技巧，相信更能獲得進一步的斬獲。 

 

吳若權《發現謙卑的力量》讀後 

採編組  陳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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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若權的書一向是排行榜上的暢銷書，他也是國內少數的多產作家之

一，受到相當多讀者的肯定與喜愛。不過由於取材主題的因素，我並不算

是他的忠實讀者，只是這次先在網路 Email 看過這本書被摘錄的幾篇文章，

後來又讀完整本書的內容，覺得可以分享一些心得和感想。 

                                                 
3 同註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