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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 

 

2011.11.17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大會通過 

2011.11.15公告於台灣語言學學會網站   

 

壹、緣由： 

 

台灣語言學學會(以下簡稱學會)於 2011年年初收到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人類

行為研究倫理治理架構協調推動計畫」公文，詢問學會是否有意願參與該計畫，並協助

制定語言學相關研究之研究學術倫理準則，主要的焦點在，如何能保障研究參與者的權

利並同時讓語言學相關研究能順利進行。當時學會理事長、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副教

授吳俊雄博士邀請前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處長、中正大學講座教授戴浩一博士擔任台

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制定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召集人，吳俊雄理

事長為協同召集人，並邀請王旭教授、陳純音教授、麥傑教授、黃慧娟副研究員、張榮

興副教授、郭怡君副教授、蔡美慧副教授、葉美利副教授、李惠琦副教授、蘇席瑤助理

教授、龔書萍助理教授、詹曉蕙助理教授、許靜芬助理教授及吳瑞文助研究員擔任委員。

委員會成員研究領域包含了語言學學門之各研究次領域，研究方法從訪談、問卷調查、

自各方言、南島語發音人、台灣手語顧問、嬰幼兒、第二語言或外語學習者等語言使用

者徵詢蒐集語料、教學實驗、心理語言學實驗，到使用 fMRI、眼動儀等儀器測量語言

使用者的生理反應，也涵蓋了當前語言學門相關研究中的各種研究方式。 

一、國科會開始重視研究學術倫理。尊重研究參與者已是當代的研究倫理的重要指

標之一。國科會業已決定，於民國 101年度計畫申請時，試辦研究學術倫理審查，也就

是，凡需要研究者本身以外之研究參與者的計畫，須同時檢附知情同意書，向研究參與

者說明：研究內容、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的權利、保障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在試辦

後，申請國科會計畫時需同時做研究學術倫理審查。 

二、重要學術期刊也開始要求對研究參與者的保障。在研究成果的發表方面，不少

國際性期刊也開始要求投稿者須註明研究資料來源的取得，並應符合學術研究倫理規範，

如出版相當多重要語言學期刊的出版社 Elsevier
1
 或 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2等期刊。

在研究發表受到相當重視的今天，如果研究語料取得未能遵守適當的研究倫理準則，則

研究成果之披露也勢必會受到影響。 

基於上述兩個原因，同時本於服務的精神，學會接受國科會人文處上述計畫之委託，

進行語言學研究學術倫理準則制定。這項準則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提供從事語言學

相關研究的學者專家，在進行除研究者本身外，在從事需要其他參與者的相關研究時，

                                                 
1
 謝謝元智大學應用外語系王旭老師提供這項重要的資訊並做以下之整理：Elsevier出版的語言學類期刊

至少有：Cognition,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 Journal of English for Academic Purpose, Journal of Web 

Semantics, Language Science, Lingua, Linguistics and Education, 等。詳細內容請見以下連結：

http://www.elsevier.com/wps/find/authorsview.authors/rights。 
2
 感謝嘉義大學外國語言學系郭怡君老師提供此項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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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有一可供依循的準則，並且在保障研究參與者的同時，也能讓語言學相關研究順利進

行。 

在確定委員人選後，委員會開始積極運作。首先由麥傑(James Myers)教授收集美國

語言學學會、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美國國家科學委員會等單位之相關法令、規定，並

由召集人及協同召集人共同草擬準則初稿。初稿完成後，為免委員舟車勞頓及經費限制

之故，先以電子郵件寄送給各委員參閱，並徵求委員意見，期能符合各語言學學門不同

研究方法之需求。在經多次的電子郵件交換意見後，準則初稿漸漸成形。 

在初稿較為完備並能適合不同研究方法之語言學學門相關研究後，召集人決定召開

委員會議，當面交換意見。委員會於 2011年 10月 30日假中正大學台北連絡處(台北車

站壽德大樓)召開。當天三個小時的會議，委員討論熱烈，終於得到了準則的公聽會版

本。 

台灣語言學學會學術研究倫理準則公聽會於 2011年 12月 17日於台灣師範大學舉

行。委員會除了在台灣語言學學會電子通訊上廣為宣傳外，亦以紙本及電子郵件送往國

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英外語系、語言學相關系所，邀請國內從事語言學門相關研究的學

者專家與會。另外，當天亦為台灣語言學學會會員大會，學會會員亦受邀參加公聽會。

在兩個小時的熱烈討會後，對公聽會版本做了相當之建言，也對其中規定的應用層面，

做了說明。 

在公聽會結束後，公聽會修訂版準則即送學會會員大會討論。因參與之會員亦參加

公聽會並已提出建言，「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學術研究倫理準則」順利於 2011年學會

會員大會通過。 

 

貳貳貳貳、、、、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研究倫理 

 

一、為保障執行研究之研究人員及研究參與者的權益，特制定「台灣語言學學會語言學

研究學術倫理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本準則所稱之「研究參與者」係指所有提

供研究用語料、資料者，如：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中的受試者、社會語言學研

究中的受訪者、手語研究中之顧問、語言調查中的發音人、語言習得及語言發展研

究中的嬰幼兒、小孩、青少年或語言教學中的研究對象等。 

二、本準則所規範之審查形式有三： 

(1) 凡除執行研究之研究人員外，不需研究參與者的研究，免經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審查審查審查審查。。。。 

(2) 需要研究參與者的研究，如符合本準則第十二點免除知情同意書之情況，得以形

式審查方式進行。 

(3) 其他類型之研究則須進行實質審查。 

三、在進行研究之前，除符合本準則第十二點免除知情同意書之情況，均需提供研究參

與者能理解之「知情同意書(informed consent)」，經其簽署後，方得進行研究。如

因研究需要，得於收集研究資料後，再提供知情同意書供研究參與者簽署。知情同

意書的內容，亦可由研究者以口頭說明，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並以錄音或錄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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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記錄。研究者有義務保存研究參與者之口頭口頭口頭口頭同意之同意之同意之同意之錄音錄音錄音錄音、、、、錄影錄影錄影錄影或或或或知情同意書知情同意書知情同意書知情同意書。 

四、如研究無行為能力者、參與者為十八歲以下之青少年、兒童或嬰幼兒時，研究者須

獲得研究參與者之父母(或法定監護人)簽署之知情同意書後，方得進行研究。在研

究參與者能了解的情況下，研究者亦應告知研究參與者知情同意書之內容，並尊重

其意願。 

五、如研究需要社群、族群、機構同意方得進行時，研究者需提供研究計畫的正確資訊，

並在取得同意後方進行研究。研究內容及方式需與簽署的研究協議一致。 

六、參與者的身份應保密。惟研究如有揭露參與者身份之需求，或參與者表達須揭露其

身份之要求時，研究者在取得參與者書面同意後，方能於研究中揭露參與者之身

份。 

七、參與者有拒絕參與研究，並保有隨時退出研究的權利。如參與者在研究過程中退出

研究，研究者(及執行研究之人員)應予以尊重。如研究者對參與者有權力上不對等

之情況，如參與者為學生、部屬等，需特別小心保障參與者上述之權利。 

八、在資料收集完畢後，研究者應將研究目的告知參與者，並回答參與者的問題。如因

科學、研究方法等因素無法立即說明者，應於可說明之時機，向參與者說明。 

九、研究人員應讓參與者有機會獲得研究結果。 

十、對於採用行為、生理測量儀器，並施用於參與者身體上的研究，應以最低風險為最

高考量，並於參與者簽署知情同意書後，方得進行。 

十一、 研究如需使用侵入性或具醫療功能的儀器，宜由醫療相關的倫理委員會審查核

准後實施。 

十二、 符合以下情形之研究，可免除知情同意書： 

(1) 進行匿名的問卷調查、自然觀察，無需以錄音、錄影方式做記錄且不會顯露參

與者個別資料之研究； 

(2) 在涉及團體涉及團體涉及團體涉及團體機構機構機構機構的情境之下，對研究參與者做觀察，但對其不會造成就業上風

險且具保密性之研究。惟研究者仍應善盡告知之義務，向研究參與者說明研究

目的、過程及其權利與義務。 

十三、 知情同意書內容宜包括： 

(1) 研究目的、過程與整個研究所需之時間； 

(2) 每次參與研究之時間； 

(3) 當研究開始後，研究參與者仍保有減少或退出研究的決定權； 

(4) 退出研究或減少參與研究次數後對研究可能的影響； 

(5) 研究發表(研討會口頭或海報發表、研討會論文、期刊論文、專書、專書論文、

演講及公開網站)是否需要透露個人資料、資訊、影像；如有需要，則應明白告

知將透露其影像或個人資料，並詳列需透露之個人資料、資訊項目及原因，並

取得研究參與者同意； 

(6) 研究參與者同意研究採得之資料可公開發表； 

(7) 如有需要，研究參與者可向學術倫理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四、 除第十二點之規範外，不同研究方法可因其研究方法之特性，參酌本點，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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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學術研究倫理規範、豐富知情同意書內容，並保障研究參與者及研究者權益之

目的。 

(一) 以採訪、訪談、觀察、問卷方式取得研究資料 

(1) 進行蒐集研究資料之場地，如有相關負責人且有必要時，則應告知其負責

人。 

(2) 在找尋研究參與者及以實際收集資料時，應注意在言詞與行為上給予尊

重。 

(3) 須徵詢研究參與者是否同意將研究中所蒐集之資料，做該研究以外之用

途。 

(4) 在研究完成後，應將成果回饋至研究參與者所屬之社群，供語言保存、語

言復振，等有利於所屬社群之活動。 

(二) 以非介入性實驗、教學實驗、教育訓練方式取得研究資料 

(1)  在不妨礙實驗結果的情形下，研究者在進行實驗之前，即應告知研究參與

者實驗將處理之性質；如事前告知對實驗結果會有不良之影響，則可在進

行實驗後，對研究參與者說明實驗處理之性質。 

(2)  在不妨礙實驗結果正確性的前提下，告知控制組之研究參與者是否也會進

行與實驗組相同的實驗、教學方法、測驗或評量。 

(2) 告知參與者分配至實驗組與控制組的標準。 

(三) 以介入性方式進行實驗、取得研究資料 

(1) 介入式的研究或實驗，研究者應在研究之初即告知參與者實驗處理的性質 

(2) 在實驗之初，應明白告知研究參與者：(甲) 受試者選取條件，例如：年齡、

性別，等；(乙) 完整的實驗程序：包括正式實驗前的準備、正式實驗作業

和實驗結束後之活動（如行為測試、訪談等）；(丙) 實驗進行中之活動限

制；(丁) 可能的副作用或危險，及如副作用或危險發生時的處理方式；(戊) 

應明白指出，實驗純屬學術性質，並無醫學用途，因此無法提供參與者任

何診斷。 

(3) 所收集之生理與行為資料，應以代號儲存，以避免為研究者以外人士以不

當手段取得時，將實驗資料與參與者作連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