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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簡介

本課程將介紹學習者認識現代社會文明本質，特別介紹社會學的主要學派觀點，包括：(結構)功能論、衝突

論、社會資本論、交換互動與象徵互動論，以及批判/後現代論，可協助大學生反思其生存處境、懷抱社會

理想進而參與社會改革。課程設計討論以七大議題：�

1.�身份與身份組合、�

2.�社會資本制勝、�

3.�社會偏差與社會控制、�

4.�婚姻與家庭、�

5.�族群與宗教、�

6.�老人社會的來臨、以及�

7.�社會變遷與社會運動。�

 在上述各議題外，還兼論同樣重要社會課題：社會化、社會階層化、與都市社會學等，都涵括在這七大議

題內，成為延伸性討論內容。本課程將介紹學習者認識現代社會學的各項基本概念及其相關主張，也特別

關注當前台灣社會所進行中的各項社會問題，及其深受社會學各大學派分析社會的方法論所影響。功能論

、衝突論、交換論、象徵(符號)互動論與批判論等，可協助大學生反思其生存處境、懷抱社會理想，並鼓勵

他(她)們積極又不失明智地參與社會改革；此外，交換論與符號互動論，可協助大學生提升其社會技能並有

效面對工作挑戰。為達成本課程基本目標，除介紹社會學基本知識外，也將以一系列具爭議性的社會事件

資料，作為課程討論議題，體會與理解當代社會分析的各項學說與主張。期望學習者能成為關懷社會的積

極改革家，同時也能成為靈活而有技巧的社會適應者。�

課程大綱

一、 社會學想像�

二、 社會學的方法以及各種人生觀(功能論、衝突論、交換論、象徵(符號)互動論、批判/後現代論)�

三、 文化模式與次文化模式�

四、 社會資源分工與社會階層化�

五、 社會化與再社會化�

六、 社會偏差、社會問題與社會控制�

七、 集體行為、社會運動與社會變遷�

基本能力或先修課程

對社會現象與社會學分析具研究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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