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請向高中生簡要說明本系和相關科系的異同。 

 

    儘管「社會學」因為關懷議題廣泛，因此與其他社會科學領域的科系偶有重

疊之處，且諸多社會科學領域之科系所採取之研究方法也有其雷同的地方，但社

會學自有其科技的特殊關懷與研究對象，使得它其他科系截然不同。 

 

    現在就讓我們簡述「社會學」和其他科系的差異。 

 

「社會學」經常被誤認為是「社會工作學系」，但兩者差異不小。所謂的社

會工作是指國家（或非營利組織）為弱勢人口提供扶持、輔導或救助，屬社會福

利制度的一部份，而社工系提供專業社工人員的訓練，強調第一線的案主服務策

略與技巧，以及個案狀況的紓解。相較之下，社會學教育並不直接做社工人員訓

練，但因關切社會不平等是本學科重要研究主題之一，因此社會學知識幫助我們

瞭解不平等現象（貧富差距、貧窮、失業、少數/弱勢族群、移民、歧視…），並

提供解釋，幫助我們瞭解諸多個案背後的社會成因。 

 

「社會學」也和「心理學」有所不同。社會學強調從社會結構、制度、互動

等面向進行觀察分析，心理學則主要從個人內心進行解釋。前者較常採取宏觀角

度來研究社會（舉例：少子化、經濟發展，這類屬社會變遷的主題），後者通常

從個人層面來理解人的行為（舉例：探討個性差異之人格心理學、與生物學或醫

學較緊密的腦神經科學）。儘管兩者有重大差異，心理學當中的「社會心理學」

與社會學當中的部分微觀派別有相當的親近性，甚至重疊。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學」似乎也和「哲學」存在親近性，但哲學多半採邏

輯推導的方式進行對於社會現象的剖析，但社會學則強調透過實證研究進行資料

蒐集。 

 

社會學和「政治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相似，但探究問題的視角不同。

「政治學」關注政治行為對體制的影響與政治制度的建立和運作，「經濟學」的

重心是探討市場及交易行為，但是「社會學」則關心政治、經濟行為與社會互動，

組織，文化等面向的交互影響；以及政治、經濟和其他社會制度，如家庭、教育、

媒體的關係。 

 

接著可以談談社會學與「歷史學」。儘管社會學和歷史學一樣強調對於社會

過程與歷史脈絡的掌握，但歷史學著重在特定歷史現象的還原和細節，社會學則

著重在對於特殊歷史事件提出解釋、甚至比較多個歷史事件的異同。 

 

 



最後，「社會學」和「人類學」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前者在意解釋的類推性、

概化性（解釋是否可以用來理解其他案例），後者則著重在對於特殊單一案例的

解釋周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