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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實施要點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

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準則暨本校「學則」第十一章等規定訂定之。 

二、本實施要點所稱系(所)，指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修讀學位學程之學生，其規範與

學系、研究所學生相同。 

三、學位考詴以口詴行之，必要時亦得由各系（所）自訂增加筆詴。各系（所）頇以視訊方

式辦理者，應事先簽請校長核准，且各系（所）需全程錄影與存查。 

四、研究生申請碩士或博士學位考詴，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申請碩士學位考詴資格如下： 

1.修滿本校規定最低修業年限。 

2.當學期可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3.當學期可通過所屬系所畢業資格。 

4.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二)申請博士學位考詴資格如下： 

1.修滿本校規定最低修業年限。 

2.當學期可修畢所屬系（所）規定之應修科目與學分。 

3.當學期可通過所屬系所畢業資格。 

4.完成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並通過總測驗，學術倫理教育課程實施要點另訂之（106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5.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資格考核實施要點另訂之。 

五、學位論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博士、碩士論文（含摘要）以中文撰寫為原則，前經取得他種學位之論文，不得

再度提出。以外文撰寫之論文，其摘要仍頇以中文撰寫。 

(二)藝術類、應用科技類或體育運動類之碩、博士班研究生，其論文得以作品、成就

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三)碩士班屬專業實務者，其學生碩士論文得以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四)提出代替論文之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撰寫摘要。 

(五)已於國內、境外取得學位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

實務報告，不得作為第一款、第二款、第三項之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



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但國內學校經由學術合作，與境外學校共同指導

論文，並分別授予學位者，不在此限。 

五之一  前點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

論文之認定範圍如下： 

(一)藝術類：於音樂、戲曲、戲劇、劇場藝術、舞蹈、民 俗技藝、音像藝術、視

覺藝術、新媒體藝術、設計及其他藝術領域，其作品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析

具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二)應用科技類：於生命科學、環境、物理及化學、數學及統計、資訊通訊、工

程及工程業、製造、建築及營建、農業、運輸及其他科技領域，有專利、技術

移轉或創新之成果；或個案研究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 賽獎項；或產學合

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或改善專案等成果，其成果連同技術報告之學理分析具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三)體育運動類：於休閒運動、競技、體育運動領域，本人或其經指定指導之運

動員參加重大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其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之學理分

析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其賽會範圍依教育部發布之內容(附表一)或由系

(所）自訂更為嚴格之基準。 

(四)專業實務類：指研究領域或內涵以實務應用為主之類型者。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

資料，由系(所)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系(所)務會議、

院務會議審議，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五之二  得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博士論文之認定範圍，比

照前點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 

前項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採計基準及應送繳資料，由系(所)

自行訂定；其基準應與該級論文水準相當，並經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審議，

送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公告於本校網站校務資訊公開專區。 

五之三  第五點之一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應包括之內容項目如下： 

(一)藝術類：創作或展演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作

品與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二)應用科技類：技術研發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

成就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三)體育運動類：參賽歷程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析、成就

之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四)專業實務類：專業實務成果理念與個案描述、學理基礎、方法技巧詮釋及分

析、成果貢獻及其他衍生性成就。 

第五點之二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之內容項目，比照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辦理。 

六、學位考詴每學期舉行一次，其日程依照本校行事曆之規定。申請時應填具申請表，並檢附下列

文件： 

(一)歷年成績表一份。 

(二)論文原創性比對報告一份。 

(三)學位論文切結書一份。 



(四)學術倫理教育課程修課證明。（106學年度以後入學之研究生適用） 

七、學位考詴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

決定之；惟碩士學位考詴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博士學位考詴三分之一以上委員評定不及格者，以不

及格論。 

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或其他

舞弊情事，經碩士、博士學位考詴委員會審查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指導教授應嚴予督導研究生學習狀況及論文品質，以落實學術自律，研究生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時，

指導教授應負監督不週之責任。 

八、碩士班研究生所修碩士班之科目，其學科總平均成績未達八十分者，應通過學位考詴之

筆詴，未通過者可申請重考，以一次為限。筆詴時間依行事曆之規定辦理。筆詴科目由

考詴委員會就候選人所修與其研究相關之學科中，指定兩科以上，以閉卷方式考詴，每

科至少為一百分鐘。 

前項自九十九學年度入學生停止適用。  

九、各系（所）應俟研究生繳交附有考詴委員簽字同意之論文後，始得將各該生學位考詴成

績送教務處登錄，惟至遲上學期應於一月三十一日前，下學期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送達；

研究生頇於每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辦完離校手續，即上學期於二月底，下學期於八月三

十一日前，逾期者，畢業日期順延至下學期，次學期仍頇辦理註冊，若已屆滿修業年限

者，應予退學。 

已申請學位考詴之研究生，若因故無法於該學期內完成學位考詴，應於學期結束日前，

申請撤銷該學期學位考詴。逾期未撤銷，亦未舉行考詴者，以一次不及格論。 

進修學院研究生得於每學期結束前三個月內按月發證，暑假上課各班，得於八月發證，

研究生於上開發證月份底前完成論文口詴者，應於次月底前完成離校手續。逾期者，以

完成離校手續之月份發證。如有跨學期（或學年）者，頇先完成註冊手續。 

通過學位考詴並完成所屬系（所）畢業要求規定之研究生，應繳交取得學位之論文、書

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含紙本及全文電子檔)，以作品、成就證明連同書面

報告或以技術報告、專業實務報告，代替碩士論文之資料形式，得為紙本、磁碟、光碟

或其他電子儲存媒介。研究生於辦妥離校程序後，教務處始得發予學位證書。繳交之紙

本冊數或電子儲存媒介數量，依各系(所)及本校圖書資訊處之相關規定辦理。 

十、學位考詴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考以一

次為限，重考成績七十分以上者，概以七十分計算；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十一、碩士學位考詴委員三人至五人，博士學位考詴委員五人至九人，校外委員頇三分之一

以上，由校長遴聘之，但指導教授不得擔任召集人。指導教授二人以上者，得以一人

代表參與學位考詴。學生之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不得

擔任其指導教授、學位考詴委員。 

十二、考詴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不得委託他人代表，且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但

碩士學位考詴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三人出席，博士學位考詴委員會至少應有委員五人

出席；出席委員中頇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參加時，始能舉行。 

十三、碩士學位考詴委員，應對修讀碩士學位學生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特殊性學科或屬專業實務，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十四、博士學位考詴委員，應對博士學位候選人之研究領域有專門研究，並具有下列資格之

一： 

（一）現任或曾任教授、副教授。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現任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副研究員。 

（三）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 

（四）研究領域屬於稀少性或特殊性學科，且在學術或專業上著有成就。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之認定基準，由辦理學位授予之各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十五、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經系（所）務會議審

查通過，經校長核定，得再回原碩士班就讀。前項研究生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

核後，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詴，經博士學位考詴委員會決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

予碩士學位。 

十六、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書面報告、技術報告或專業實務報告

有造假、變造、抄襲、由他人代寫、舞弊情事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經調查屬

實者，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通知當事人繳還該學位證書，並將

撤銷及註銷事項，通知其他專科學校、大學及相關機關（構）；其有違反其他法令者，

並應依相關法令處理。 

十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表一 

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

準則第 7條體育運動類成就證明重大國內外運動賽會範圍 

教育部 108年 9月 26日臺教高（二）字第 1080126696 號函發布 

編號 賽會中文名稱 賽會英文名稱 名次採計參考基準 

1 奧林匹克運動會  (Summer/Winter) Olympic Games 正式競賽項目前 8名  

2 青年奧林匹克運動會 Youth Olympic Games 正式競賽項目前 3名  

3 亞洲運動會  Asian Games 正式競賽項目前 3名 

4 亞洲青年運動會 Asian Youth Games 正式競賽項目第 1名 

5 世界運動會 The World Games 正式競賽項目前 3名 

6 世界大學運動會 (Summer/Winter) Universiade 正式競賽項目前 3名 

7 世界中學運動會 Gymnasiade 國家組正式競賽項目第

1 名 

8 世界正式錦標（盃）賽  前 3名 

9 世界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World Junior Championships 前 2名 

10 世界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第 1名 

11 亞洲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前 2名 

12 亞洲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第 1名 

13 亞洲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第 1名 

14 亞太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前 2名 

15 亞太青年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第 1名 

16 亞太青少年正式錦標（盃）賽。  詳備註 1 第 1名 

17 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Games 前 6名 

18 冬季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Winter Games 前 6名 

19 夏季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Summer Deaflympics 前 5名 

20 冬季聽障達福林匹克運動會  Winter Deaflympics 前 5名 

21 亞洲帕拉運動會 Asian Para Games 前 3名 

22 世界盲人運動會 IBSA World Championships and 

Games 

前 3名 

23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CPISRA World Games 前 3名 

24 全球運動會 (INAS) INAS Global Games 前 3名 



編號 賽會中文名稱 賽會英文名稱 名次採計參考基準 

25 世 界 帕 拉 桌 球 錦 標 賽 ( 團

體)/(個人) 

ITTF PTT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26 世界輪椅籃球錦標賽  IWBF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27 世界聽障團體網球錦標賽  World Deaf Tennis Championships 前 3名 

28 世界輪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IWAS World Games 前 3名 

29 世界射箭錦標賽  

 

FITA Para-Archery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0 世界射擊錦標賽  IPC Shooting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1 世界田徑錦標賽 IPC Athletics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2 世界健力錦標賽 IPC Powerlifting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3 世界游泳錦標賽 IPC Swimming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4 BWF世界帕拉羽球錦標賽 BWF Para-Badminton World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5 亞太聽障運動會 Asia Pacific Deaf Games 前 3名 

36 亞洲帕拉桌球錦標賽 ITTF PTT Asian Table Tennis 

Regional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7 世界聽障保齡球錦標賽 World Deaf Bowling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8 世界聽障羽球錦標賽 World Deaf Badminton 

Championships 

前 3名 

39 世界聽障桌球錦標賽 World Deaf Table Tennis 

Championships 

前 3名 

40 世界聽障田徑錦標賽 World Deaf Athletics 

Championships 

前 3名 

41 全國運動會 The National Games 第 1名 

42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

動種類） 

National Intercollegiate 

Athletic Games 

第 1名 

43 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專校院運

動聯賽最優級組 

 第 1名 

備註： 



1.國光體育獎章所訂奧亞運各單項運動國光體育獎章敘獎賽事，依運動種類差異，

賽 會 英 文 名 稱 請 至 體 育 署 網 站 查 詢

https://www.sa.gov.tw/PageContent?n=1892。 

2.國內賽會如有破亞洲以上紀錄者，並經國際單項運動總（協）會承認者亦可納

入。 

3.名次採計參考基準得由各校（系所）自訂更為嚴格之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