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 

 

世新大學教學創新計劃 

 

 

「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成果報告書 

 

計畫主持人：謝靜琪 副教授 

 

 

 

 

 

 

 

課程紀錄：邱煥昌 教學助理 

             游雅雯 教學助理  



2 
 

前言 

世新大學「社會心理學系」宗旨於培養以社會學、心理學訓練為基礎，能配

合社會脈動、針對當前社會議題從事學術研究或實務應用的跨領域專業人才。 基

於多元學科之科際整合與應用，以及對當前社會議題之關切與研究，本系具有兩

大特色：一、兼含社會學與心理學知識和理論之傳授；二、注重對台灣本土社會

發展與變遷之探索與實務應用，本系規劃數種應用取向，以培養學生對相關主題

的深入觀察力和研究興趣，並增進其實踐力。 

探索社會學與心理學深邃的領域，本系學生必需彈性且靈活的運用學術知識，

將所學知識內容與生活經驗、實務連結貫通，方能搭下社心的基礎，以利畢業後，

在諸多領域發揮所學。 

因此，本課程「社會心理學－社會學取向」為本系重要課程，必須妥善安排

課程教學，奠定同學們的社心基礎、提升社心人的思考邏輯。期許本系所同學們

能夠將此課程之專業理論運用在其他課程之上。 

精進計畫的背景理論 

 社會心理學系強調人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係，透過心理學、社會學、社會心

理學的面向來探索人的行為。因此，再安排精進計畫之課程時，優先考量「課程」

與同學們的「行為」如何相互搭配。透過「社心」理論基礎作為課程安排的思考

邏輯，使執行計畫時更能準確的達到目標。 

1. 「符號互動論」 

「符號互動論」強調個人與社會的互動的關係，個人主觀的對於社會反應的

詮釋，接受，以及維持這種社會所給予的意義的過程。林進丁(2011)就學校教育

現場而言，不僅理論上隱含著符號互動的概念，在實務運作上更脫離不了符號互

動的範疇，其適用於學校教育的議題上。師生對於班級情境的界定乃是透過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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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商(過去經驗互動)，因此達到“創意教學”的目標，將環境變動是可採取的

手段，利用挪動課堂桌椅，打破教室原有結構，使學生重新「定義」教室情境，

創造新鮮的教學環境，使全班的學生可以同時進行不同的學習活動，給予教師自

由移動的可能性(走動教學應用)。 

2. 「目標設定理論」 

根據「目標設定理論」明確、具挑戰性、據回饋性目標能提升個體或團隊表

現，目標能引導活動指向與目標有關的行為，使人們根據難度的大小來調整努力

的程度，並影響行為的持久性。Bandura(1982)的研究中即指出短期或接近式的

目標在增進表現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此規劃並增添學期階段性目標，例如：

第一階段：小組展演報告、第二階段：小組討論回饋，課程採用多元化、主動學

習式呈現學習表現方式，目標設定於學生主動自發學習、奠定基本觀念基礎，再

由班級同學集體參與之方式，拋出觀念不清楚、理論不熟悉的相關問題，讓學生

們集思廣益的去探討問題，最後由授課老師根據學生回答做出指導，達到「學習

成就回饋」。 

課程安排 

教學方式 堂數 

課程總堂數 18堂 

理論主題小組報告 6堂 

社群軟體課後討論(facebook) 一學期 

基本知識考試 1次 

 

課程安排共 18堂(18周)，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課後討論部份。資策會產業情

報研究所(MIC(2014)公佈「網路社群使用現況分析」報告，超過 96%台灣網友近

期曾使用社交網站，以「Facebook」(臉書)使用率壓倒群雄；另外在多媒體分享

http://wiki.mbalib.com/zh-tw/%E8%A1%8C%E4%B8%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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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調查，也以國外影音分享平台「Youtube」使用程度最高。由此可見，現今

資訊獲取的趨勢，傾向於網路社群的使用。以學習動機來說，投其所好，是教學

上可以使用的方式，學生們的對網路的行為態度較為開放，也富有動機。因此，

本課程設立 Facebook帳號，邀請同學討論課程上的疑問，跳脫教室思維，隨時

隨地皆可以發問與討論，提高師生教學互動性。 

課程主題小組報告 

 本課程一學期將分類為六大主題，從基本社心論述延伸至社會、環境與人之

關係，每一章節將透過同學們組織成小組，給予題目定義與講義後開放給各小組

討論，並且小組必須透過展演方式表現上課所學之內容表達。 

小組主題 

第一組 Mind, Self, and Society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George Herbert Mead) 

第二組 ocial Construction of Feeling States (Managing 

Feeling) 

第三組 Labeling Theory (Deviant Careers) 

第四組 Self-Presentation (Presenting the Self to Others)  

第五組 Uncoupl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Divorce 

第六組 Panic and the Breakdown of Social Order: Popular Myth, 

Social Theory, Empirical Evidence 

（一）主題展演程序： 

每一組同學在報告前必須繳交「展演內容草稿」。小組同學必須先主動針對

主題於課前做出討論與提問，接著進行展演報告撰寫與批閱，藉此了解同學們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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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主題理論不熟悉的部分。第二步進行安排展演方式（影片、理論報告、調查等，

不拘形式），最後進行主題式簡報介紹。 

教學優點： (1)同學們對課程主題進行預習，能夠提早發現自己對基礎理

論的不熟悉處。隨後修改報告內容時能夠增添印象，達到加

強學習的效果。(2)透過思考展演方式的過程，同學們更能細

心挑選出「理論的核心」架構，因此才能運用較短的時間，

將主題報告完整；此訓練同學簡略的抓住理論核心，爾後面

對複雜龐大的理論時，能夠更快的吸收學習。 

方法改善： 同學們課前預習未教學之內容，會提升授課教師與助教的教

學負擔量，必須花費更多時間在討論與修改上。因此，爾後

建議與授課教師、助教討論僅限一次，其他時間鼓勵同學們

利用上課時提問，藉此也提升同學們的課程參與度。 

（二）主題討論： 

 各小組展演報告後必須帶領班級同學進行主題討論，針對「該周主題」、「課

程理論」、「展演內容錯誤」部分進行答辯，若報告小組回答不全或觀念錯誤之部

分，由授課老師幫忙解惑，從錯中學習能夠使同學們印象深刻，而台下同學透過

提問、回答的方式參與課程學習，不會因此遺漏任何一個主題。 

教學優點： 未報告同學透過提問、回答參與課程學習，並且於課後撰寫

心得紀錄，增添學習印象，即使非報告同學也能與報告小組

互動學習。 

方法改善： 同學們的個人回應心得偏多，建議爾後利用社群開討論區的

方式進行整理。 

（三）學期主題回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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