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導論:什麼是社會學？

第一章



第一節 社會學的性質與範圍
 社會學是一門研究人與人之間互動的社會科學，及

是社會學所稱之「社會互動」
 人們日常生活裡，必跟別人發生互動，而這些互動

則應按社會規範(social norms)而做
 社會學的研究主題即著重在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形式

與其所構成的團體結構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是個相當廣泛的題目範圍，其他

社會科學亦研究類似題目，但社會學最大不同點乃
在於其分析解釋觀點角度之不同。例如：農曆新年
送禮，社會學家的研究重點在「送年禮」習俗對人
們的約束力量；經濟學家的分析重點就在於需求、
價格方面；政治學家則著重在政治意義上面



第一節 社會學的性質與範圍

 社會學家對社會互動的研究是希望藉此了解個人生
活與社會環境兩者之間的關聯

 很多人認為平常理所當然的行為，其實是社會加諸
於其社會成員的模塑行為，而非人們自由意志下所
決定的行為。例如：中國人結婚對象要「門當戶
對」，其實這概念包含著不少社會的價值觀念，造
成人們認為「門不當，戶不對」的婚姻必然失敗



第一節 社會學的性質與範圍

 社會學的研究對象不在那些少數的特殊行為，而把
重點放在社會大多數人所表現的模塑行為

 從社會學觀點來看，一個社會是由一群有相同文化、
共同地域並具互動關係的個人和團體所組成，包括
以下幾項概念：

1. 社會裡有律法及常規，人們的行為依此
為互動準則

2. 模塑行為起源與運用受社會團體影響



第一節 社會學的性質與範圍

3. 人創造社會，亦為社會所約束

4. 社會規範有些是無意產生的，有些是人們設立的

5. 社會學研究對象主要是那些被大多數人所遵守的社
會規範、信仰與價值

6. 社會學對社會現象的解釋不過是所有可解釋的觀點
之一部分



第二節 社會學與其他社會科學之關係



第三節 社會學主要基本概念

 人們發生社會互動時，他們對其外在的環境發生了
共同的意識

 社會互動是將文化的規範和價值代代相傳的一種方
式

 社會互動是社會秩序的基礎



第三節 社會學主要基本概念

 社會學家Talcott Parsons指出社會互動牽涉到四種條
件:

1. 社會互動必須產生在一個環境裡

2. 在該環境內，某些因素可能有助於行動者獲取目
的之手段或工具

3. 同時也有某些阻礙其獲得目的之障礙

4. 手段或工具之選擇使用，困難之課福接不可超越
社會所允許的範疇



第三節 社會學主要基本概念

 Talcott Parsons 發展出一套「模式變項」

1. 普遍性與特殊性

2. 擴散性與狹窄性

3. 情感性與非情感性

4. 品質性與成就性

5. 私利性與公益性



第四節 對社會學的誤解與實用性

 一般人對社會學有幾種重大的誤解:

1. 以社會學為社會工作

2. 以社會學為研究社會問題之學科

3. 以社會學為社會主義

4. 把社會學看做是社交

5. 把社會學知識視為普通知識

6. 把社會學家視為一個玩弄統計數字的人

7. 把社會學視為哲學的一支

8. 把社會學看做是只適合西方社會



社會學理論

第二章



第一節 什麼是社會學理論？

 學者William Skidmore認為社會學理論的分類牽涉到
下列幾個原則：

1. 按出現年代來分

2. 以另一種方式則是按照國家來分類

3. 依理論主題或是主要概念為中心來分類

4. 以理論中對「社會」一詞所下的定義的差別來分
類



第二節 社會學發展史

 孔德(Auguste Comte, 1798-1857)是第一位對社會做客

觀的科學研究，並首創「社會學」一詞，所以一直
被公認為社會學之父的創始者

 孔德將人類進化分成三時期: 神學時期、哲學時期
及科學時期

 主要著作：《實證哲學論集》、《實證政治體系》



第二節 社會學發展史

 斯本塞(Herbert Soencer, 1820-1903) 是英國在十九世
紀晚期最具聲望的學者之一

 斯本塞把社會體系視為一種超有機體。任何進化都
會改變一個社會內部的整體結構功能，同時其體積
的增長也能導致社會的分化(differentiation):社會體積
越大，社會結構越複雜



第二節 社會學發展史

 十九世紀，法國社會學家涂爾幹(Emile Durkheim) 與
德國社會學家韋伯 (Max Weber) 對社會學發展有重
大貢獻

 涂爾幹的概念是建立在一個社會唯實論(Sociological 

Realism)上

 韋伯的研究則是一種對社會行動的理解性科學: (1) 

人的行動是具有意義的(2) 理性行為可能是價值取
向的 (3) 人的行動可能是由情感動機發出的 (4) 或是
基於傳統的行動



第三節 主要四大理論

1. 功能學理論: 指一種對維持社會均衡有價 值的
適當活動。目的是在尋求解是一個社會行動所造
成的效果或所賦有的功能

2. 衝突理論:對社會變遷的解釋，針對功能學的整合
均衡觀點而發的

3. 符號互動理論: 研究重點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性質和過程

4. 交換理論: 以心理學和經濟學兩者為基礎的社會
心理學方面之理論。目的在解釋個人與個人之間
的互動與小團體的結構，認定各個人之間的交換
行為乃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之一



第三節 主要四大理論之比較
意識形態

分析層次

保守主義 激進主義

結構 功能學理論 衝突理論

個人 符號互動理論 交換理論



第四節 社會演化論、現象論、俗民論

 社會演化論:

1. 單直線演化論

2. 階段式的演化論

3. 不等速的演化論

4. 枝節型的演化論

5. 循環式的演化論



第四節 社會演化論、現象論、俗民論

 現象論:

1. 現象論試圖描述人的意識形成的過程，並探求自
然界一切事務的原始本質

2. 現象論者認為只有西方文明才具有此種挑戰的精
神

3. 現象論者認為如果把一切受文化薰陶下的面目除
掉，那麼剩下的只是人們的知覺意識而已



第四節 社會演化論、現象論、俗民論

 俗民論:

1. 在當代社會學理論裡，俗民論算是最激進和反動
的一種

2.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 Harold Garfinkel被認為是俗

民論的創始者，指出重點不在那些互動規則，而
是在規則所壟罩下的人類行為

3. 其認定行動者以指標表達方式，因此語言學的分
析也就成為研究的主要重點



第五節 總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