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班級：課傳所課程碩一     

學分：3      

選別：選修 

科目：社會學與教育 

開課系所：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任課教師：王俊斌、蔡欣玶 

 

教學目標： 

本課程之重點旨在探討當代社會學研究之重要議題，透過閱讀與評述重要文

獻，期能深入掌握並應用社會學多元視野解析教育問題，並據此奠定課程研究

之能力。 

1. 掌握社會學重要思潮與發展趨勢 

2. 應用社會學理論與方法探究教育現象 

3. 拓展個人視野並奠定課程與教學研究之能力 

 

教材大綱： 

第一週  (09/18)課程導論 

1. 黃炳煌（1977）。課程之社會學基礎。教育與心理研究，3，61-74。 

2. 王文科（1994）。課程／教學的文化與社會學基礎。載於王文科課程與教

學論，頁 35-44。台北市：五南出版社。  

3. 戴曉霞（1996）。教育的社會學基礎。載於黃光雄主編教育導論，頁 95-

116。台北市：師大書苑。 

第二週  (09/25) 

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與文獻選讀(1) 

1. Swingewood, Alan, 彭懷恩等譯（1995）。社會學思想史第一章：社會學

的起源（頁 2-25）。台北市：風雲論壇出版社。 

2. Swingewood, Alan, 彭懷恩等譯（1995）。社會學思想史第二章：工業化

與社會實證主義（頁 26-49）。台北市：風雲論壇出版社。 

第三週  (10/02)    

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與文獻選讀(2) 

1. Swingewood, Alan, 彭懷恩等譯（1995）。社會學思想史第三章：馬克思

主義：關於資本主義（頁 26-49）。台北市：風雲論壇出版社。 



2. 劉鶴群、房智慧譯，Richard T. Schaefer 著（2011）。認識社會學。載於

Richard T. Schaefer 著社會學（第 12 版），頁 3-35。台北：巨流圖書。 

3. 課後作業：BBC:馬克思傳記 

第四週  (10/09) 

社會學的理論基礎與文獻選讀(3) 

黃瑞祺編著（1984）。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第一章：社會學的三大傳統，頁

1-59。台北市：巨流出版社。   

第五週  (10/16) 

社會學取向的教育研究文獻選讀(1) 

第六週  (10/23) 

社會學取向的教育研究文獻選讀(2) 

第七週  (10/30)    

社會學取向的教育研究文獻選讀(3) 

第八週  (11/06)    

社會學取向的教育研究文獻選讀(4) 

第九週  (11/13)    

1. 社會學取向的教育研究文獻選讀(5) 

2. 學期報告議題選定與初步文獻評述 

第十週  (11/20)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1) 

結構功能論與教育：E. Drukheim 

第十一週(11/27)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2) 

和諧理論與教育：T. Parsons 

第十二週(12/04)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3) 

結構功能論與教育：M. Weber 

第十三週(12/11)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4) 

衝突理論與教育：K. Marx 

第十四週(12/18)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5) 

批判理論與教育：P. Freire and M. Apple 



第十五週(12/25)   

教育社會學研究經典選讀(5) 

後現代理論與教育：M. Foucault, F. Lyotard, and J. Baudrillard 

第十六週(01/01)  元旦(放假) 

第十七週(01/08)   

期末作業初稿報告與討論(1) 

第十八週(01/15)   

期末作業初稿報告與討論(20 

 

實施方法： 

教師講授、課堂討論與報告 

 

評量方式： 

1. 課堂表現與參與（20％） 

2. 文獻閱讀（50％） 

3. 期末報告（30％）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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