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會學導論 
Introduction to Sociology 

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班 

姚人多 

星期三 789節 

2020秋季 

 

課程說明 

這是一門為人社院學士班大一新生所設計的社會學導論課程，當然，我也歡迎

其他學院及年級的同學選修。本課程提供同學一個初次接觸社會學的機會，所

以，在本學期所指定的文本中，不會有太過深奧的社會學理論或術語。我們將

藉助一些實際的人事物來帶領大家進入社會學的領域。我們所碰觸的議題包括

社會結構、社會建構、社會變遷、階級、性別、種族、權力、現代國家、民族

主義、社會運動等等，我們將會看到台大學生的構成樣貌、外籍移工、巴里島

上的鬥雞行為、歐洲新教徒等等。在本學期的課程中，我也盡量選擇跟時事有

關的最新文本，所以，我們會探討新冠肺炎疫情、香港反送中運動、美國的種

族歧視等主題。總而言之，我不會打高空式的宣稱社會學將開啟你的視野，我

比較希望，藉著這學期的讀本來讓大家了解，社會學家在想什麼以及在做什

麼。 

 

評量方式 

1. 我沒有在點名，不過，我上課的方式習慣跟同學們互動討論，所以，我常常

會點同學起來提供他/她的觀點。我非常鼓勵同學能在課堂上多發言，課堂

表現佔學期總成績的 10%。 

 

2. 修課的同學應繳交 8篇課後心得，每一篇佔學期總成績的 5%，共 40%。 

 

3. 期末考佔學期總成績的 50%。考試方式會在第一次上課時跟全班同學討論後

決定。 

 

每周進度 

 

 

1. 9/16 課程介紹 



 

2. 9/23結構 

*Durkheim, Emile 許德衍譯 (2016) 『社會學方法論』，台北：台灣商務印

書館，第一章&第二章 

*C. Wright Mills 張君玫、劉黔佑譯 (1995) 『社會學的想像』，台北：巨流 

（第一章） 

 

*駱明慶 (2002) 「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

刊，30:1, pp. 1-47 

 

3. 9/30建構 

 

*鄭斐文 (2013) 「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下的身

體與社會：以肥胖議題為例」，台灣社會學刊，第 53期，頁 143-182 

 

*藍佩嘉 (2005) 「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台灣

社會學，34:1-57 

 

4. 10/7 變遷 

 

*Krastev, Ivan (2020) Politics and The Pandemic, 『後疫情時代的關鍵趨勢：

新冠肺炎重塑世界的五大思維』，劉道捷譯，台北：三采文化 

 

5. 10/14表象 

*Geertz, Clifford 古佳艷譯 (1997) 「巴里島鬥雞賽之為戲劇活動」，收錄於

Jeffery C. Alexander & Steven Seidman (eds.) 吳潛誠，『文化與社會：當代論

辯』，頁 158-174 

 

*Darnton, Robert 呂健忠譯『貓大屠殺』，台北：聯經 （第二章） 

 

6. 10/21關聯 

 

*Weber, Max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台北：左岸 （第一章、第五

章） 

 

*Durkheim, Emile 『自殺論』，台北：五南 （第二篇） 

 

7. 10/28 論述與修辭 



 

*Hirschman, Albert吳介民譯 (2013) 『反動的修辭』(The Rhetoric of 

Reaction)，台北：左岸文化 

 

8. 11/4階級 

 

*林宗弘 (2012) 「台灣的後工業化：階級結構的轉型與社會不平等」，收錄

於謝雨生、傅仰止主編 (2012)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

勞動市場』，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張峰彬、關秉寅 (2012) 「高教擴張、失業與主觀社會地位變遷」，收錄於

謝雨生、傅仰止主編 (2012)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層與勞

動市場』，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謝雨生、黃美玲 (2012) 「家庭社會階級對子女教育進階的影響及變遷」，

收錄於謝雨生、傅仰止主編 (2012) 『台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社會階

層與勞動市場』，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9. 11/11 放假 

 

10. 11/18種族 

 

*Goffman, Alice李宗義、許雅淑譯 (2018) 『全員在逃：一部關於美國黑人

城市逃亡生活的民族誌』，台北：衛城出版 

 

11. 11/25性別 

 

*黃淑玲、游美惠 主編 (2018) 『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

公司，第 1章&第 6章&第 9章&第 10章&第 14章&第 15章 

 

12. 12/2技術 

 

*Foucault, Michel 劉北城等譯 『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第三部分第

三章全景敞視主義） 

 

13. 12/9資本主義 

 

*Wright, Erik Olin 陳信宏譯 (2020)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台北：春山出版 

 

14. 12/16  現代國家 

 

*Mann, Michael (1984)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25, No. 2, pp. 

185-213 

 

 

15. 12/23權力 

 

*Lukes, Steven 林葦芸譯 (2006) 『權力：基進觀點』，台北：商周出版 

（第一章） 

 

16. 12/30社會運動 

 

*何明修 (2019) 『為什麼要佔領街頭？從太陽花、雨傘到反送中運動』，新

北市：左岸文化出版 

 

17. 1/6 民族主義 

 

*Anderson, Benedict 吳叡人譯 (1999) 『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

散布』，台北：時報出版 

 

*汪宏倫 (2014) 「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

文化研究，第 19期，頁 189-250 

 

18. 1/13 期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