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清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課程大綱 

科目中文名稱 教育社會學 學分 2 

科目英文名稱 Sociology of Education 

任課教師 洪瑞璇 
上課 

時間 
W34 

是否雙語授課 /

英語授課比例 

■是，英語授課比例:___70_____% 

□否 

融入議題 

一、法定相關

議題－標

記為粗體

字 

二、十二年國

教課綱所

列相關議

題－後面

註記* 

三、教育部重

大教育議

題－註記

下底線 

四、111學年度

教育部重

點政策議

題－標記

紅字 

主議題 子議題 

■性別平等教育* □情感教育 

■認識及尊重不同性別－性別特徵、性特質、性認

同、性傾向等 

□性侵害－性騷擾、性霸凌防治教育 

□性教育－性健康、愛滋病防治、月經教育 

□兒少網路行為－含網路性剝削防治 

■性別多元族群認同LGBTIQ 

■人權教育* ■人權五公約－兒童權利公約、消除對婦女一切形式

歧視公約、身心障礙者權利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利

國際公約、公民與政治權利國際公約 

□轉型正義 

□公民教育 

□融合教育*含通用教育 

□家庭教育* □家庭暴力防治 

□家政教育 

□其他 

■本土教育 ■原住民族及文化教育相關課程* 

□閩南語文相關課程 

□客語文相關課程 

□性平教育議題融入本土語專門課程 

□生命教育* □自我傷害、自殺防治 

□藥物教育 

□法治教育* □國民法官法 

□修復式正義 

□加強犯罪被害人保護 

□反詐騙 

□淨化選舉風氣 

□消費者保護教育 

□其他 



□資訊教育* □資訊素養與倫理 

□數位教學 

□數位學習 

□安全教育* □交通安全 

□其他 

□戶外教育* □觀光休閒教育 

□山野教育 

□風險管理知識與技能 

□環境教育* □食安教育 

□生涯規劃教育及職

業教育與訓練* 
□勞動教育-勞權知能 

■多元文化教育* ■新移民教育 

□海洋教育*  

□科技教育*  

□能源教育*  

□品德教育*  

□防災教育*  

■閱讀素養*  

□國際教育*  

□其他議題 □高齡教育(新增)-人口教育 

□媒體素養教育 

□食農校育 

□特殊教育 

□其他： 
 

一．素養指標 專業素養 專業素養指標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

念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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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了解我國教育政策和法規與學校實務，以作為教 

      育實踐基礎。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

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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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了解並運用學習原理，以符合學生個別學習需求 

      與發展。 

□2-3 了解特殊需求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以提供適 

      切的教育與支持。 

□3.規劃適切的課程、

教學及多元評量 

□3‐1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規劃素養導向課程、教學與評量。 

□3‐2 依據課程綱要/大綱、課程理論及教學原理，以

協同發展跨領域/群科/科目課程、教學與評量。 

□3‐3 具備任教領域/群科/科目所需的專門知識與學科 

      教學知能，以進行教學。 

□3‐4 掌握社會變遷趨勢與議題，以融入課程與教學。 



□3‐5 應用多元教學策略、教學媒材與學習科技，以促 

      進學生有效學習。 

□3‐6 根據多元評量結果調整課程與教學，以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

並適性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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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應用輔導原理與技巧進行學生輔導，以促進適性 

      發展。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

業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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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專業素養核

心內容 

專業素養核心內容 

1.了解教育發展的理念與實務 

■(1)教育本質、教育目的與內容 

■(2)主要教育理論與思想 

■(3)教育與社會變遷及進步 

■(4)教育與社會流動及公平 

□(5)學校與教育行政制度的理念、實務與改革 

□(6)我國主要教育政策、法規及實務 

2.了解並尊重學習者的發展與學習需求 

□(1)主要身心發展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2)主要學習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3)主要學習動機理論及其教育應用 

□(4)學習策略 

■(5)身心、社經與文化等背景差異及其與學習、發展的關係 

■(6)學生特質與需求的辨識 

□(7)特殊教育學生的特質與鑑定歷程 

□(8)特殊教育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個別輔導計畫 

3.規劃適切的課程、教學及多元評量 

□(1)主要課程、教學與評量的理論 

□(2)重要議題融入課程、教學與評量 

□(3)我國課程、教學與評量的重要政策 

□(4)12 年國民基本教育素養導向 (單科/跨領域統整/跨科統整)課程、教學及評

量的發展及實踐 

□(5)課程、教學與評量的創新及學習科技的應用 

□(6)領域/學科(或科目)/群科專門知識與學科教學知能 

□(7)分科/分領域(群科)教材教法  

□(8)探究與實作設計與實施 

4.建立正向學習環境並適性輔導 

□(1)主要輔導理論 

□(2)輔導技巧與正向管教 

□(3)三級輔導與資源整合 

□(4)學生輔導倫理與主要法規 

□(5)班級經營的意義、目的、內容與方法 

□(6)學生自律與自治 

■(7)親師生關係 



5.認同並實踐教師專業倫理 

■(1)教師專業、倫理及其承諾 

■(2)教師專業角色及其權利與義務 

■(3)教師角色與社區關係 

□(4)服務學習與實務體驗 

■(5)教師自我反思、溝通互動與解決問題 

□(6)教師專業社群與終身學習 
 

三、課程概述 

(約 150 字內)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elaborate pre-service teachers’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in 

education, impart sociological theories, develop their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and facilitate their critical thinking. Therefore, lecturing, collaborative 

learning, school visits, teacher interviews, and related assessments will be held during 

the semester. Ultimately, this course will enrich pre-servic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in the capability of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the National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四、授課重點 

1. Learning and being proficient in theories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2. Discussing and making inquiries in related issues 

3. Building up th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apital and capability in National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五、教學進度 

Week 1: 9/13 

(1) Giving the course overview.  

(2) Assigning course tasks and assessments.  

Week 2: 9/20 

A window into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d introducing related concepts.  

Week 3: 9/27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erspectives (1) 

Week 4: 10/4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erspectives (2) 

Week 5: 10/11  

Socialization and education 

Week 6: 10/18 

Education,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eek 7: 10/25 

Family, class,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Week 8: 11/1 

(1) School visiting A 

(2) Reflective journal of the visit (report A) 

Week 9: 11/8  

Examination A 

Week 10: 11/15 

Sports Day 

Week 11: 11/22 

Educational equality  

Week 12: 11/29 



Schoo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innovation  

Week 13: 12/6 

(1) School visiting B 

(2) Interviewing the principal or teachers 

Week 14: 12/13 

Teenager’s sub-culture 

Week 15: 12/20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in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Sociology of teaching 

Week 16: 12/27 

Presenting the interview report (report B) 

Week 17: 1/3 

Sociological curriculum analysis  

Week 18: 1/10 

Examination B 

六、指定用書 

   (教科書) 

譚光鼎(2016)。教育社會學。學富。 

Ballantine, J., & Hammack, F. M. (2022).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systematic 

analysis. Routledge. 

七、參考書籍 

    (參考書目) 

Boronski, T., & Hassan, N. (202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Sage. 

Delamont, S. (202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In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pp. 6-15).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Kemple, T. M., & Mawani, R. (2009).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its imperial 

shadow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6(7-8), 228-249. 

Morrish, I. (2019).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Routledge. 

Reay, D. (2020). Sociology of education: a personal reflection on politics, power, and 

pragmatism.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41(6), 817-829. 

八、教學方式 

    (教學型式) 

1. Teacher lecturing 

2. Students’ collaborative learning, discussion, and presenting 

3. Students field observing 

4. Students doing interviews with elementary school principals or teachers 

九、成績考核 

    (評量方式) 

1. Two examinations (50 %) ( Examination documents of the National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教檢考古題)  

2. Two reports (30%)  

3.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4. The most active students during the semester will get certification awards from 

the Center for Teacher Education.  

--------------------------------------------------------- 

請假及缺曠課處理－依據本校學則第三十二條  

➢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事前須向任課教師請假。惟情形特殊者，得於事後

檢具證明補請。請病假逾三日者，須經校醫或公立醫院證明。  

➢ 凡未經准假或假期已滿未辦理續假而缺課者以曠課論。任課教師得斟酌學

生曠課之情形扣分。因懷孕、分娩或為撫育三歲以下幼兒而 核准之事（病）



假、產假，其缺席不扣分；致缺課時數逾全學期授課時數三分之一時，得以補

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理，補考成績並按實際成績計算。 

➢ 學生每學期各科事前獲任課教師核准之公假與事(病)假，累積未逾該科全

學期授課時數四分之一者，其該科出缺席成績得不扣分。 

十、教材資源 
the National Teacher Certification Examination 

https://tqa.rcpet.edu.tw/TEA_Exam/TEA03.aspx 

 

 

生成 式 人工 智 慧倫 理聲 明  「 有條 件 開放 ， 請註 明 如何 使用 生 成式 A I 於

課程 產 出」  

基於 透 明與 負 責任 的原 則 ，本 課 程鼓 勵學 生 利用 A I 進 行協 作 或互 學 ，以

提升 本 門課 產 出品 質。 根 據本 校 公布 之「 大 學教 育 場 域 A I 協 作 、 共 學 與

素養 培 養指 引 」， 本 門 課 程 採 取 有 條 件 開 放 ， 以 下 說 明 如 何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於 課 程 產 出  

•  學 生 須 於 課 堂 作 業 或 報 告 中 的 「 標 題 頁 註 腳 」 或 「 引 用 文 獻 後 」

簡 要 說 明 如 何 使 用 生 成 式 A I 進 行 議 題 發 想 、 文 句 潤 飾 或 結 構 參 考

等 使 用 方 式 。 若 經 查 核 使 用 卻 無 在 作 業 或 報 告 中 標 明 ， 教 師 、 學

校 或 相 關 單 位 有 權 重 新 針 對 作 業 或 報 告 重 新 評 分 或 不 予 計 分 。  

•  本 門 課 授 課 教 材 或 學 習 資 料 若 有 引 用 自 生 成 式 A I， 教 師 也 將 在 投

影 片 或 口 頭 標 注 。  

•  修 讀 本 課 程 之 學 生 於 選 課 時 視 為 同 意 以 上 倫 理 聲 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