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十一期《地理教育》文章徵稿 注意事項 
 

一、本刊以地理學及相關研究之學術性論文為主。版面公開，歡迎提供各類稿件。 

A. 研究論文：有關地理學及相關學科之著述。 

B. 短篇非論文式文章：地理新知、地理教學相關（如：教學現場經驗分享） 
等議題之討論與分享。 

C. 書評：對地理學相關國內外重要書籍之評論。 
 

二、論文含圖表以不超過三萬字為原則（16K 規格，版面二十頁以內）。 其
餘規定請參考「《地理教育》撰稿格式」。 

 
三、本刊已合作收錄於 HyRead 台灣全文資料庫 http://www.hyread.com.tw/， 

投稿作者於文稿繳交同時，需簽署授權書同意著作權之授權，並掃描為 
PDF 檔連同文稿一齊寄送。 

 
四、文章來稿請寄 Word 檔案及 PDF 檔案各一份（文稿中圖片以黑白印刷為

原則，因此文中圖片灰階請務必清晰），檔案請以「投稿人姓名_文章名
稱」命名。 

 

五、投稿後請務必確認收到回覆信件，投稿才算完成。

投稿電子郵件信箱：delijiaoyu@gmail.com 

投稿時需附： 

✔ 文稿 Word 檔案 

✔ 文稿 PDF 檔案 

✔ 著作授權同意書 PDF 檔 

 

六、本刊定於民國 114 年 6 月出版，徵稿至 114 年 2 月 28 日止。

投稿聯絡人：地理二乙 沈柔萱 41223211l@gapps.ntnu.edu.tw 

地理二乙 蘇若喬 surochelle815@gmail.com

http://www.hyread.com.tw/


《地理教育》撰稿格式 
一、中、英文論文題目名稱，中文使用標楷體 16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4 號字。論

文如有副標題使用「：」或「:」與題目隔開。 

 
二、中、英文作者姓名，中文使用標楷體 11 號字；英文使用 Time new Roman 體 11 號字。姓名後

加上標之 a 或 b，c，並於論文第一頁（英文摘要之頁）下註明作者服務機關、職稱。 

 
三、內文之中、日文字體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標楷體為副；西文字體以 Time new Roman 體 9.5 

號字； 註釋部分則以 8 號字為主。中、日文之標點符號採用全形符號，西文則採用半形之後空

一個字元為宜。對齊方式以「左右對齊」為宜。段落間距設為固定行高，行高 18pt。 

 
四、投稿論文如曾獲某機關之經費補助、或曾獲學位、或曾在公開場所口頭發表（註明時間和地點） 

必須聲名、或有申謝之意思等情形，一律在文後以上標之*表示。如: 

康熙時期臺灣社會文化空間：朱一貴事變為軸的詮釋*
 

The Sociocultural Space of Taiwan During the Kangxi 
Reign Period 

--- An Interpretation Based on the Zhu Yigui Incident 

潘朝陽 a 池永歆 b
 

Chao-Yang Pan Yeong-Shin Chyr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1997 年 6 月第一屆臺灣地理學術研討會暨陳國章教授榮退學術研討會 一、範例 

a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教授 二、範例（8 號字體） 

b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五、附中、英文摘要，置於正文之前(中、英文摘要，各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使用 8 號字。並請

列出關鍵詞 Keywords（粗體字），以五個為限。 

 
六、主標題如前言、研究方法 等，不需加註項次，置中排列 14 號粗體字體。主標題下之次標題以： 

(一) 置左排列 11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1) 置左排列 9.5 號粗體字體。 

 

七、圖表格式如下: 

(一)文中插圖與表，請予以分開編號，如圖 1、，圖 1-1、，圖 2、，表 1、，表 1-

1、，Fig.1.， Tab.1.， ，。名置於圖下方置中對齊，表名置於表上方置中對

齊。 

(二)論文中統計數字以阿拉伯數字書寫，所有度量衡單位以西文書寫，並採用國際 10 進位為原則， 

如 cm、kg、ppm 等。 

(三)附圖及表格繪製與配置請參照十六開規格（19 公分×26 公分）加以設計，加上圖號及圖名， 

並儘量直接插入論文檔中適當位置。如需掃瞄、縮製，應先注意其清晰度。 

 
八、文中附註請頁下註形式，請在該段文句末，句點或逗點前右上方註明編號。如: 

因此五千年前史書已有種稻記載 11， 

11 曲禮（下），禮記五。



九、文中引文格式 (一)文中引文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作者姓氏、年份及引用之起迄頁碼。 

1. 「直引」（文引）的寫法。如： 

2.  寺廟是臺灣漢人社會文化的基象徵（key symbol），寺廟與漢人聚落的建立是亦步
亦趨 地相伴出現（余光弘，1988：155）。 中文之刪節號共 6 小點 

Jude when these generalizations are no longer sustainable （Smith, 1978b: 

67） 西文之刪節號共 3 小點 

3. 「意引」的寫法。如： 

目前頭前溪之計畫排洪流量為 11,200m3/sec（水利局，1997）， 

，並使對都市結構性問題的挑戰得到有力的解決（Castells, 1983）， 

4. 「間接引用」的寫法。如： 

「在臺灣，漳州、泉州二語，發音略有差別，泉州系語音較重，而安溪、頂郊尤甚， 

漳州系語音則較為輕清。」（吳槐，1976；引自林再復，1985） 

(二)文中網路引用文獻，如：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2003/02/17） 

(三)其它文中引文格式 

1. 作者為三人以上或作者為主編，則寫成

如： 潘朝陽等（1999：20-24） 

董忠司編（2000：5） 

2. 引用該文章中該作者所引用的文章或圖表，請在該處以括弧註明：原作者姓氏，年份：

起迄 頁碼；引文作者，年份：起迄頁碼。 

3. 引同一作者在一年中有一篇以上論著，則在年代之後以小寫英文字母 a, b, c 表示出

版先後。 

 

十、文末引用文獻 置中對齊，14 號字 

(一)全部引用文獻移至文末，年代用西元，不同語文之文獻按中文、日文、西文順序編排。

(二)文獻如為期刊或論文集論文，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年份，用西曆）： 

〈篇名〉，《刊物或論文集名稱》，卷數（號數）：頁數起迄。 

1. 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林朝棨（1963）：〈臺灣之第四紀〉， 

《台灣文獻》，14（1-2）：91。 

2. 日文，按論文出版年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山水高幸 前田昇  井上茂  高橋達郎  與田也誠一  守田優  岡義記  池田碩  大橋健 

加藤瑛二（1965）：〈阪神とのそ周邊との地形〉，《地理學評論》，40(11)： 585- 

600。 第二行以後內縮兩個全形字 

3. 西文，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Findlay, A. M., Wenelblat, A. & Graham, E.(1991):The challenge facing 

populatio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15(4):149-162. 第二行以

後內縮 4 個半形字，篇名僅字首大 寫， 其餘一律小寫。 

(三)文獻如為專書，則文獻內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年份，用西元）：《書名》（版次， 

如使 用第二版以上時）。出版地（以都市名為準）：出版社，起迄頁數。 

1. 中文，按作者姓氏筆劃，由少而多排列。如： 劉金和（1994）：《台灣地區教育與研究

網路整體規畫研究》。新竹：交通大學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論文，106-107。  第二行以後

內縮兩個全形



2. 日文，按論文出版年代，先後順序排列。如： 板倉勝高（1981）：《地場產業の發達》。

東京：大明堂。 3.西文，按作者字母先後順序排列。如： 

Wenelblat, A. (1993):Virtual reality applications and explorations. (2nd) N. 

Y.: 

Academic Press Inc. 第二行以後縮 4 個半形字。如為第二版以上則加括弧說明。 

Chung, Raung-fu (1996):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 
臺北: 文鶴出版社. 

中文字仍以西文標點符號處理。 

(四)文獻如為網路資料，則文獻各項排列次序為：作者姓名（年份，用西曆，如年份不詳則以 

「？」表示）：〈檔案名〉，《網址或網站名》。網址。（瀏覽或摘錄日期）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

料中心（2003/02/17）：〈博碩士論文授權書〉，《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

心》。http://www.stic.gov.tw/。（2005/12/25 瀏覽） 

 
十一、論文附謝辭、後記者，請置於論文末尾，以新細明體 9.5 號字書寫，以不超過五百字為原則。 

http://www.stic.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