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目標 

社會學系  教育目標 

1.具有義正道慈、人間關懷之心胸；兼備人文社會、科技知識之素養。 

2.了解社會學理論學派與思想傳承；能夠應用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分析

社會現象。 

3.重視團隊精神與榮譽感；對蘭陽社會有熱情與使命感；培養助人技

巧與專業性。 

 

*各項目標定義與闡述： 

1. 具有義正道慈、人間關懷之心胸；兼備人文社會、科技知識之素

養 

本系之教育目標，首重與校訓「義正道慈」彼此連貫、氣息相通。「義正

道慈」具體內涵為：追求真理，吸取知識（道）；透過內在的認知轉化成有用

的知識，具有自主思考與獨立判斷的能力（義）；知道什麼是正確的事（doing 
right things）和怎麼做是正確的方法（doing things right）（正）；同時懷有感恩

和喜捨的心，關懷社會，服務社會（慈）。本校強調書院精神，並非傳統封閉

式書院，而是重視建立密切師生情誼，擁有良好的生師比及導師輔導制度，以

及重視身教與言教的書院教育，讓學生能夠體現人文價值而能與社會結合的精

神，特別強調生命價值、關懷國家社會、營造人際溫暖、並且實踐精緻的生活

美學，以符合「義正道慈」之訓示。 

因此，本系透過教師社群，將校園內文化環境營造起來，鼓勵學生共同參

與，由全體師生共同營建多元知識體系，並在其間對話、學習與成長；希望佛

光大學所形塑的校園文化，未來能扮演引領及改造社會文化的角色，帶領知識

的探索與創造，並達到提升文化社會地位的理想。人文素養的定義為向內認識

自己、了解自己（小我），以及向外關懷周遭環境人、事、物（大我），本校

之學生輔導，以人文精神為本，特別強調認識自我、認識生命價值的重要性，

並致力培養具備學生溫柔敦厚、慈悲忠恕、進退有據的人文素養特質。 



此外，本系為人文社會學術領域，然而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發展需要科技的

輔助，因此以人文社會為發展基礎，並在科技運用為資源背景下，整合發展人

文社會與科技領域，強化人文與科技素養。兩者的整合發展，有助於人文社會

領域進行深入與多元的研究發展；而科技加入人文社會的元素之後，將會重視

人類的需求，重視社會關懷，並且能夠以更科學、更有效率的實務方法，剖析

人文社會現象、從事社會學研究。 

2. 了解社會學理論學派與思想傳承；能夠應用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分

析社會現象 

社會學肇始於工業革命、資本主義，人類社會從傳統農業莊園，演變為工

商都市之歷程，「社會秩序如何可能？」（How is social order possible ?）為核心

問題意識。社會學研究始於社會經驗事實，但其功能卻未必侷限於經驗層次的

探索，而可達至於人文價值的反思。因此，如何在人文理念的價值關懷下，從

事社會學研究；進而使其研究成果，引發關於生命價值的反省？遂成為本系的

一項關懷重點。然而，欲能真正發揮其價值關懷的反思性格，除了對現象深入

體察外，熟悉社會學理論學派與思想傳承，經由精研古典理論思潮，並從深邃

的意涵中力求對現象的詮釋，不外乎是尋找答案的活水泉源。因此，本系強調

古典╱當代社會學理論的講授，以及中外社會思潮的全盤理解。 

理論不能自外於應用，理論可以是訓練思考、激發想像的觸媒，但蒐羅社

會現象、分析處理資料，則有賴於堅實而科學化的方法；理論與方法一則二、

二則一，相輔相成且缺一不可。本系除了理論哲思層面之外，亦重視學生挽起

衣袖、親自操作的實務能力，因此，應用社會學質性或量化方法蒐集資料、分

析資料，也是本系強調教育目標之一。 

3. 重視團隊精神與榮譽感；對蘭陽社會有熱情與使命感；培養助

人技巧與專業性 

身為蘭陽地區的一員，本系十分重視在地連結。由於地方上相當欠缺社

福、社工相關系所，推動福利服務的基層工作人員相當缺乏。有鑑於此，配合

考選部 102 年社工師法修正，本系特別開設 45 學分「社會工作」專業選修課

程，並且聘請學有專精、擁有多年實務經驗或具社工師證照身份者前來任教，

給予學生另一番新的視野。誠然，在學術分工日益細緻的現今，社會學與社會

工作可視為兩個有所區隔的專業領域；但是，基於關懷地方、了解地方，學子

也在不知不覺中養成了服務地方的精神，社工專業對於學生的親身實踐服務，

有相當大的助益，而地方社政福利單位也因為學生的人力提供，為地方福利服

務注入了活水。 

此外，培養學生團隊精神、對蘭陽社會的熱情，並將兩者作巧妙地結合，



也是本系重視的教育目標。為增進同學實地研究能力以及激發認識生長鄉土的

熱情，本系特別在課程中安排實地調查的內容，經由老師的引領進入實際的田

野進行社會學式的觀察、研究，並且讓同學從「做中學」培養對社會學知識的

興趣。此外，本系每年固定安排至少一次宜蘭縣內「社區參訪」，讓學生了解

蘭陽地方的特有生活景象。學生們津津樂道如蘇澳鎮朝陽社區，其國家步道登

山、鴛鴦山、定情湖濕地等，擁有豐富的自然生態景緻。員山鄉內城社區、冬

山鄉珍珠社區，皆擁有濃厚的社區意識，社區內積極推動資源與人力整合，力

行環境的維護、社團的運作，並連帶起官方單位、學校、企業、商家的合作，

互相支援，達到福利社區化的目標。經由這些參訪活動，不但使學生更瞭解宜

蘭在地生活方式與經濟活動，更重要的是，讓學生無形中培養出對地方的愛，

產生在地連結，凝聚情感。 



㊣學生專業能力指標 

社會學系  學生專業能力 

A. 在地思維與國際視野 
B. 觀察與改革社會的行動力 
C. 體認與尊重多元化 
D. 專業的助人能力 

 

*各項專業能力定義與闡述： 

本系將培養學生具社會學思維的專業能力。如前所述，本系為東台灣唯一

的社會學系，發展出「全球化與地方社會」、「公民社會與教育改革」、「多元社

會與新興文化」三個獨特的方向，近年來又開發「社會工作」領域，此四方面

的課程設計，目的即在於培育多元且全方位的知識份子。本系各項專業能力界

定如下： 

1.能力 A：在地思維與國際視野 

第一個能力「在地思維與國際視野」，即對應到本系「全球化與地方社會」

發展取向。台灣社會學的發展一直是以介紹、引用外國理論為主，基本原因在

於使用外來的學術語言而阻滯了從傳統中發掘靈感的可能性；同時因為外國理

論的存在，使我們較難忍受嬰兒學步的初期發展過程，使嘗試理論發展的努力

受到壓抑。職是之故，本系特別強調本土性的經驗研究，不但是取材於本土，

而且嘗試多用本土的語言、概念，再從經驗場域中結晶出本土社會理論；若要

從本土經驗中淬煉出本土理論，我們認為，必須先深化在地研究。由於本校位

居宜蘭，考量坐落於蘭陽平原的地緣條件，復基於學校社區化的原則，宜優先

加強對蘭陽地區的地域研究，以發掘其社會、政經、歷史與文化等面向的在地

特殊性；乃至於設法為該地區之整體區域發展，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與實施

方案之規劃。此一目標，特別能使社會學落實其關懷社會現實、重視社會參與

的使命感，有助於積極結合社會學的理論與實踐，以在地思維出發，連結到國

際視野。 

2.能力 B：觀察與改革社會的行動力 

第二項能力「觀察與改革社會的行動力」，則是連繫到本系的「公民社會

與教育改革」取向。在解嚴之後，台灣的政治議題獲得了較多的討論空間，從

威權體制的轉型到政黨輪替，許多重要的政治社會學思考面向一一浮現，例

如：台灣的民主化、社會運動、族群與國家認同等等。在這些思考面向中，一



個共通的特色就是以「人民」為出發點，亦即一種「由下而上」的社會學反省，

這些學術發展趨勢可說與社會變遷脈動密不可分。同樣地，在公民社會意涵下

討論教育議題，也深具意涵，「教育鬆綁」十餘年來，雖然教改議題的探討蔚

為風潮，但這些討論與相關研究僅見於教育學之領域。其實，教改是一項重大

的社會工程，其中牽涉到不同層次行動者的相互關係，非獨教育學專業能夠了

解，若能夠適度納入社會學的組織、制度之思考理路，乃更能釐清潛藏於改革

成敗背後的行動意義。職是之故，本系對於教改研究側重於制度層面，並以台

灣社會結構的特性為基礎，深入發掘具社會學意涵的教育研究。這些都是體現

改革社會的行動力，具體之作法。 

3.能力 C：體認與尊重多元化 

至於第三項能力「體認與尊重多元化」，則屬於「多元社會與新興文化」

的思考範疇。社會學的發展與時代的脈動密不可分。當臺灣社會已經呈現多元

化的局面時，我們認為應當致力以各種新興文化現象為主的社會議題研究，本

系以婦女與性別研究，文化社會學分析，現代社會中的戰爭、暴力、運動社會

學等為主軸。在婦女與性別研究部分，所欲了解的是，性別差異作為一種「性

別化的建構」，如何反映在各種的社會制度中，因而形成資源或權力分配不均

等的社會結構；此外，這種性別化的社會建構，如何在社會變遷的過程中被挑

戰，也是分析的一個重點。在文化社會學分析方面，探討文化場域的結構與變

遷、分析藝術風格所賴以型塑的社會過程、進而關注於文化政策與市場機制等

政經力量對於文化發展的影響。此外，以「暴力」的角度來作為認識現代社會

的方式，亦為一個嶄新的文化現象，其內涵包括「身體與暴力」、「文明化與暴

力」、「親密關係與暴力」、「國家與暴力」等，希望透過提供同學對暴力思考有

不同的視野。此一專業能力的培養，是希望同學能夠深刻體悟到社會的多元

性，進而理解、欣賞與尊重。 

4.能力 D：專業的助人能力 

本系最後一個能力指標即在於「專業的助人能力」，就是「社會工作」的

體現，所謂社工，就是一項助人的專業。雖然學術界長年以來的發展，社會學

與社會工作從不區分、同系分組，至現今的兩系區分，國內已經少有將社工專

長納入社會學系之作法，但為了顧及學生多元化的發展，本系特別規劃社工課

程；另一方面，除了花蓮東華大學、慈濟大學之外，東台灣完全沒有社會工作

系所，地方社政機關在福利服務事項的推動上，缺乏可資利用的人力資源。有

鑑於此，在宜蘭縣政府社福單位的建議與支援下，本系委請社工界專家學者召

開「社工課程籌設會議」，訂定了一系列社會工作課程，內容包含社會工作概

論、社會福利概論、社會個案工作、人類行為與社會環境、社會團體工作、社

區組織與發展、社會政策與立法、社會工作管理、方案設計與評估、社會工作

實習等等，理論與實務、教室課程與校外實習兼具，並聘請學有專精、擁有「社



會工作師」證照的專業人士前來執教，培養學生第二專長，學生亦表達濃厚的

學習意願。 



㊣學生專業能力 vs. 系所教育目標 

社會學系學生專業能力與系所教育目標之對應 

學生專業能力 

A. 在地思維與國際視野 
B. 觀察與改革社會的行動力 
C. 體認與尊重多元化 
D. 專業的助人能力 學生專業能力 

系所教育目標 A B C D    

1. 具有義正道慈、人間關懷之心胸；

兼備人文社會、科技知識之素養。 
◎ ★ ◎ ★ 

     

2. 了解社會學理論學派與思想傳

承；能夠應用社會學觀點與方法分析

社會現象。 

★ ◎ ★ ◎ 

   

3. 重視團隊精神與榮譽感；對蘭陽社

會有熱情與使命感；培養助人技巧與

專業性。 

★ ★ ★ ★ 

   

（「★」表高度相關，「◎」表中度相關） 
 

說明： 

1. 本系第一個教育目標「具有義正道慈、人間關懷之心胸；兼備人文社會、科

技知識之素養」，乃是著眼於品德的陶冶、涵養與修為，並且能夠廣納人文社

會與科技的知識素養，因此，此項目標與「觀察與改革社會的行動力」、「專

業的助人能力」兩項專業能力有高度相關。社會系學生必須要有洞察世事的

能力，並且以慈悲與關懷發心，俾能做好社會研究，以及助人工作。 

2. 本系第一個教育目標「了解社會學理論學派與思想傳承；能夠應用社會學觀



點與方法分析社會現象」旨在培養學生社會學的專業智識能力，一方面能夠

了解社會學思維與理路，一方面能夠熟嫻地運用質性與量化方法，必能夠對

社會現象特別敏感，深入剖析；而「在地思維與國際視野」以及「體認與尊

重多元化」，此處提及的國際視野、多元文化，則正是社會學的觀點與方法有

別於其他學門，所能培育出的優勢能力。 

3. 本系最後一個教育目標「重視團隊精神與榮譽感；對蘭陽社會有熱情與使命

感；培養助人技巧與專業性」，則是囊括了全部，與四項專業能力都有高度的

相關。因為有團隊精神與地方熱情，係與在地思維、改革社會相輔相成；要

能擁有助人的專業技巧，體察多元文化、培養助人特質更是不可或缺。總之，

本系之教育目標與專業能力皆出自於精心規劃，若能完成本系課程的修習，

必能擁有社會所需的專業性與競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