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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論與方法論 

 

一、（1）紀登斯（Anthony Giddens）、（2）分析馬克思主義（理性選擇馬克思主義），以

及（3）Callinicos，各自如何處理結構和行動之間的關係？請比較他們的異同之處。 

（參考書目：Callinicos, Alex. 2004.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 2nd ed.). Leiden: Brill.（中譯：Callinicos, Alex. 2007。《創造歷史：社會理論中的

行動、結構與變遷》（萬毓澤譯）。台北市：群學。第二章）；黃瑞祺。2012。《邁向後實

證主義與後經驗主義：社會科學方法論集》。台北：碩亞。） 

 

二、以下四張圖擷取自 Sayer的Method in Social Science。請說明：（1）他如何以這些圖

來討論主體和客體的關係，每張圖的核心涵義為何？以及（2）這些圖如何呈現出

（科學）知識的脈絡性？ 

（參考書目：Sayer, Andrew. 2010.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revised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中譯：Sayer, Andrew. 2016。《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批判實在論取徑》(許

甘霖、萬毓澤、楊友仁譯)。高雄：巨流。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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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從本體論(Ontology)、知識論(Epistemology)及方法論(Methodology)三個面向討論後

實証主義 (post-positiv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及務實主義(Pragmatism)的內涵。 

（參考書目：Smith, Mark J. 1998. Social Science in Question. London: Sage.（中譯：Smith, 

Mark J. 2003。《社會科學概說》（吳翠松譯）。台北市：韋伯文化。）  

Bernstein, R. J. 1983. Beyond Objectivism and Relativism: Science, Hermeneutics, and Praxi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Bernstein, R. J. 1992。《超越客觀主義與相

對主義》（郭小平等譯）。北京：光明日報出版社。）  

黃瑞祺。1996。《批判社會學──批判理論與現代社會學》。台北：三民。 

Sayer, Andrew. 2000. Re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Sage. 【閱讀：pp. 10-104】  

Baert, Patrick. 2005.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Towards Pragmatism.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中譯：Baert, Patrick. 2011。《社會科學哲學》（何昭群譯）。台北市：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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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論述基於何種研究目的或需求，研究者會採用個案研究法(case studies)？然而在

進行個案研究時，研究者還面臨是要採單一個案研究(single case studies)或多重個案

究(multiple case studies)的方式？請你比較單一個案研究及多重個案研究的優缺點，

並分別說明這二種研究在研究設計方面需注意的事項。 

（參考書目：Alford, Robert R. 1998. 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中譯：Alford, Robert R. 2011。《好研究怎麼做──從理論、方法、

證據構思研究問題》（王志弘譯）。新北市：群學。  

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中譯：King, Gary, 

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 2012。《好研究如何設計：用量化邏輯做質化研究》

（盛智明、韓佳譯）。新北市：群學。）  

 

五、請說明建制民族誌（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如何受到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傅

柯（論述分析）的影響？並解釋建制民族誌的幾個重要理論概念（1）斷裂 disjuncture

（2）立足點 standpoint（3）文本 text（4）社會關係 social relations。最後，請提出

一個建築或都市計劃領域中，有什麼具體的現象適合使用建制民族誌的方法來進行

分析，以及具體的研究步驟。 

（參考書目：Campbell, Marie L. and Frances Gregor. 2002. Mapping Social Relations: A Primer 

in Doing Institutional Ethnography.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中譯： Campbell, 

Marie L. and Frances Gregor. 2012。《為弱勢者畫權力地圖─建制民族誌入門》（王增勇等

譯）。新北市：群學。） 

 

六、Becker在《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書中，在「科學意象」的章節中提到「把社會當

成機器」以及「把社會當成有機體」這兩種研究竅門。請分別說明這兩種研究的基

本概念，分別適用於何種類型的社會現象，以及具體的研究分析步驟。最後從既有

的社會科學研究中，舉出這兩種研究竅門的實例。 

（參考書目：Becker, Howard S. 1998. Tricks of the Trade: How to Think about Your Research 

while You’re Doing I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中譯：Becker, Howard S. 2009。

《這才是做研究的王道》（郭姿吟、呂錦媛譯）。新北市：群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