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資訊-授課大綱

課程名稱

（中文）
教育社會學

課程名稱

（英文）
Sociology of Education

授課老師 楊雅妃 電話 02-3366-5709 E-mail yfyang111@ntu.edu.tw

開課時間 週三 15：30 - 17：20 上課教室 新聞所 302 教室

授課對象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課號 EduTch 學分數 2.0

限修條件 無

對應之素

養指標

1-1 了解有關教育目的和價值的主要理論或思想，以建構自身的教育理念與信念。

1-2 敏銳覺察社會環境對學生學習影響，以利教育機會均等。

2-1 了解並尊重學生身心發展、社經及文化背景的差異，以作為教學與輔導的依據。

4-1 應用正向支持原理，共創安全、友善及對話的班級與學習環境，以養成學生良好

品格及有效學習。

5-1 思辨與認同教師專業倫理，以維護學生福祉。

5-2 透過教育實踐關懷弱勢學生，以體認教師專業角色。

5-3 透過教育實踐與省思，以發展溝通、團隊合作、問題解決及持續專業成長的意願

與能力。

上述指標

如何透過

教學內容

與方法落

實

1-1、1-2、2-1、5-1、5-2

透過問題反思、專題演講和討論活動設計，讓師資生得以敏覺學生社經文化背景之差

異，並反思與建構個人教育信念，作為未來教學與輔導的根本?

4-1

透過課程安排和和學習環境的營造，讓師資生經驗安全和友善的對話環境，讓她 /他

們未來得以從自身經驗出發，知曉如何建構安全的學習環境。

5-3 

透過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的製作，讓師資生彼此相互溝通合作，以培養其主動建構與

探究知識的能力。

如何評估

師資生獲

得本課程

對應之專

業素養

一、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

期末學習評量鼓勵 3-5 位同學透過合作與溝通，共同探究教育社會學相關議題，以培

養其觀察、資訊統整和批判識讀及精要表達的能力。

二、課堂/課後討論與反思

師資生的培育及其教師專業素養的培養和累積是需要不斷反思和對話的歷程。因此無

論在課堂中或課後，會藉由提問討論或個人反思作業的撰寫，讓師資生反思個人對教

學既有的經驗和想像，進而逐漸培養其教師專業素養。

新興議題

的探討

(請勾選課程內涵蓋議題)

■性別平等 □人權 □環境 □海洋 □品德 □生命 □法治 □科技 □資訊 □能源 □安全 □防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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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 □生涯規劃    ■多元文化    □閱讀素養    □戶外教育 □國際教育□原住民族教育

課程概述

本課程希望讓師資生瞭解教育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培養他/她們敏覺、思辨社會議題以

及關懷社會之能力。具體而言，本課程介紹解教育社會學相關理論知識內容，藉此希

望培養學生多元視角與批判思考能力；其次，為具備師資生擁有全球視野與在地關

懷，本課程會根據當週主題融合國際時事或數據資料，藉以反思我國處理相關議題現

況；最後，本課程鼓勵師資生運用創造力和實踐力，發展結合教育社會學知識與議題

之教案或探究專題。

課程目標

一、 認識教育社會學的概念及理論。

二、 培養以教育社會學觀點分析教育問題的能力。

三、 引導師資生瞭解教育社會學的主要議題。

四、 激發師資生對教育社會學相關議題的關懷。

課程要求
一、 相互尊重、建立互信、安全的對話情境。

二、 研究倫理原則。

課程進度

*隨實際

授課情形

調整

週次 日期 單元主題/課程內容

第 1 週 2/22
課程內容和教學期待的說明

學生對課程期待的表達

第 2 週 3/1 教育社會學基本概念、功能論

第 3 週 3/8 衝突論

第 4 週 3/15 詮釋論、批判教學論

第 5 週 3/22 影片賞析：三個傻瓜、街頭日記

第 6 週 3/29 影片討論、期末報告說明、多元文化教育

第 7 週 4/5 民族掃墓節（休）

第 8 週 4/12 期末報告構想討論

第 9 週 4/19 教育機會均等

第 10 週 4/26
教育機會均等議題文章討論

（家庭、階級、性別、城鄉、新住民）

第 11 週 5/3 專題演講

第 12 週 5/10 教師社會學

第 13 週 5/17 學校文化/青少年次文化

第 14 週 5/24 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分享與討論 I

第 15 週 5/31 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分享與討論 II

第 16 週 6/7 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分享與討論 III、綜合討論

評量與成

績考核

一、 教育社會學專題報告 40％

（一） 評分項目：報告 30%、同儕評量 10%。

（二） 報告內容：請同學選擇一個教育社會學相關的專題進行介紹。

（三） 報告繳交形式：簡報和口頭報告。

（四） 其他細節隨課程進行說明。

2



課程資訊-授課大綱

二、 個人反思作業 40％

（一） 反思作業一：教育社會學視角:我的家庭和學校經驗。

（二） 反思作業二：教育社會學這門課帶給我的變與不變。

（三） 格式規定：至少 1頁、2頁為度（12 號字，單行間距）。

（四） 繳交期限：個人作業請於指定日期前上傳至NTU COOL，無正當理由不接受

遲交或補交，請自行存檔備份。

三、 課堂出席和參與 20％

（一） 課堂出席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對自我行為的負責。一學期至多缺席 3次，若

缺席超過 5次，此門課程即未通過。

（二） 請準時出席，若因要事或突發狀況無法出席，請儘量事先請假並說明理由。

（三） 課堂參與和討論是影響這門課課程內容和品質的關鍵，故課堂或 NTU COOL

上會有許多對話、討論和反思，同時也請留意發言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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