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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描述  Course Description

學習機會與學習過程的均等是當代教育的關懷與共識，然而實際情況為何？個人與家庭的社會階級是否會影響教育機
會？家庭社會經濟狀況如何決定教育機會？教育又如何複製社會階級？或者教育事實上帶來階級的變動？
這門課程檢視社會階級與教育的關聯性，期盼經由閱讀及討論不同理論取向研究以及實證（包括臺灣與西方社會階級
與教育）研究發現，思索並找出落實教育機會與過程均等之可行性，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社會公平正義之理念與目標。
一、本課程邀請我們檢視、反思並分析自我的學習經驗，經由認識了解自我與他（她）人的學習經驗，一起分析社會
建構教育議題的過程，關懷日常生活中的教育議題，以具備應用專業知能探究與批判教育現象的能力，理解並關照不
同社會階級學生身心發展及個別差異，更培養對差異的尊重與尋求正義的態度。
二、本課程啟發並提昇學習者之教育批判與分析的專業視野，思考及研究能力，培養兼具分析力、綜合力、執行力的
教育專業人才。
三、本課程透視教育體制中階級（以及族群、性別、階級交錯）不平等問題，協助學習者發掘社會不平等議題，具備
理解臺灣多元族群文化、性別與社會階級平等之觀點，以多元文化視野，研擬教育方案，參與社會與教育改革行動能
力。
四、本課程期望經由閱讀及討論，啟發我們對於多元文化教育的認識、檢視與分析，更具備主動積極與跨領域專業社
群團隊合作，以具備多元文化精神與教育的實踐能力。

課程目標   Course Objectives

一、課程目標：
學習機會與學習過程的均等是當代教育的共識，其中社會階級如何決定一個人的教育機
會，教育是否複製社會階級等更是我們所關切的議題。這門課程檢視社會階級與教育之
關係，期盼經由閱讀及討論不同理論取向（特別是社會學與教育學）研究以及實證發現
，思索並找出落實教育機會與過程的均等之可行性，達成多元文化教育社會公平正義之
終極目標

圖示說明Illustration ：● 高度相關 Highly correlated ○中度相關 Moderately correl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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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級與教育簡介

閱讀及討論材料：
李浩仲，李文傑，連賢明（forthcoming）。多「錢」入學？從政大學生組成
看多元入學。經濟論文叢刊。
張國偉、何明修（2007）。半調子的新自由主義：分析台灣的高等教育學費
政策與爭議。教育與社會研究，12，73-112。
張鈿富、葉連祺、張奕華（2005）。大學多元入學方案對入學機會之影響。
教育政策論壇，8（2），1-24。
莊奕琦、陳晏羚（2011）。紈袴子弟與流氓教授：台灣的教育與階級流動。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3（1），61-91。
許雅斐、陳俊言（2008）。台灣高等教育及學費之研究：市場機制與公民權
利。政策研究學報，8，117-146。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
學，10，1-40。
黃雅容（2008）。台灣第一代大學生的背景和特質：台灣和美國的發現一樣
嗎？師大學報：教育類，53（2），111-130。
楊忠斌、曾雅瑛（2007）。台灣人口結構變遷的教育哲學省思。教育資料研
究雙月刊，74，23-36。
駱明慶（2002）。誰是台大學生？ -- 性別、省籍與城鄉差異。經濟論文叢
刊，30（1），113-147。
駱明慶（2018）。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 多元入學的影響。經濟
論文叢刊，46（1），47-95。
薛承泰、林文蘭、王安智（2005）。通往台大之路：多元入學前後的比較。
2005華人教育學術研討會「華人世界近年教育改革的檢討」（頁1-23）。
2005年11月25日-27日。
Chang, Y. K. (2005). Diploma disease: Rethinking the pursuit of
higher education as a mediation for upward mobility. 東吳社會學報,
18,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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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階級與教育

閱讀及討論材料：
Boliver, V. (2013). How fair is access to more prestigious UK
universitie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64(2), 344-364.
Boliver, V. (2016). Exploring ethnic inequalities in admission to
Russell Group Universities. Sociology, 50(2), 247-266.
Bowles, S., & Gintis, H. (2002).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
revisit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5 (1). 1-18.
Field, S., Kuczera, M., & Pont, B. (2007). No more failures: Ten
steps to equity in education. OECD.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 747-776.
Lubienski, S. T. (2003). Celebrating diversity and denying
disparities: A critical assessment. Educational Researcher, 32 (8),
30-38.
OECD (2012). Equity and quality in education: Supporting
disadvantaged students and schools.
OECD (2013). PISA 2012 Results: Excellence through equity: Giving
every student the chance to succeed (Volume II). PISA, OECD
Publishing.
Tackey, N. D., Barnes, H., & Khambhaita, P. (2011). Poverty,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York, GB,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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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J. S. Coleman論述

閱讀及討論材料：
Coleman, J. S. (1968). The concept of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38 (1), 7-22. 載於J. S.
Coleman (1990), Equ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pp. 17-30).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oleman, J. S. (1975). What is meant by “an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 (1), 27-29. 載於J. S.
Coleman (1990), Equ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pp. 63-65).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oleman, J. S. (1969). A Brief summary of the Coleman report. In J.
S. Coleman,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pp. 253-259).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載於J. S. Coleman, Equ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pp. 66-74).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oleman, J. S., & Marjoribanks, K. (1975). Equal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 definition. 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1 (1), 25-
26.
Coleman, J. S. (1995). Rights and interests: Rising the next
gener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0 (5), 782-783.
Coleman, J. S. (1972). Coleman on the Coleman Report. Educational
Researcher, 1 (3), 13-14.
Coleman, J. S. and others (1966).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Statistics.

5 國慶日（放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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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理論或概念再思考

閱讀及討論材料：
Grant, C. A. (198, teachers, and classroom life. In W. G. Secada
(Ed.), Equity in education (pp. 89-102).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Harvey, G., & Klein, S. S. (1989). Understanding and measuring
equity in education: A conceptural framework. In W. G. Secada
(Ed.), Equity in education (pp. 43-67).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Schmidt, W., Cogan, L. S., & McKnight, C. C. (2010/2011).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Myth or reality in U.S. schooling?
American Education, Winter 2010-2011, 12-19.
Secada, W. G. (1989). Educational equity versus equality of
education: An alternative conception. In W. G. Secada (Ed.), Equity
in education (pp. 68-88). New York: The Falmer Press.
Singh, K. (2014). Right to education and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16(2), 5-19.
UNESCO (2018). Handbook on measuring equity in education.
莊勝義（2007）。機會均等與多元文化：兩種教育運動的對比。高雄師大學
報，22，21-42。
莊勝義（2007）。十二年基本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載於蘇永明、方永泉
（主編），尋找國民教育的新方向：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研究（頁135-
158）。台北：學富。
莊勝義（2005）。從「差異原則」到「差異政治」。2005華人教育學術研討
會「華人世界近年教育改革的檢討」（頁343-346）。2005年11月25日-27
日。
莊勝義（1998）。教育機會均等理念、研究與實踐 – 回顧與展望。載於中
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社會變遷中的教育機會均等
（頁403-454）。台北：楊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周新富（2006）。Coleman社會資本理論在台灣地區的驗證 – 家庭、社會資
本與學業成就之關係。當代教育研究，14（4），1-28。
郭祐誠、陶宏麟（2013）。高中職多元入學管道選擇與家庭背景及學習表現
之關係—兼論多元入學的公平與效率。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5（3），421-
456。
陳麗珠（2007）。論資源分配與教育會均等之關係：以國民教育為例。教育
研究與發展期刊，3（3），33-53。
溫明麗（主編）（2016）。教育機會均等。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簡良平（2009）。偏遠國小學校課程實踐脈絡分析：教育促成社會正義之觀
點。初等教育學刊，34，1-24。
譚光鼎（2010）。教育均等。載於譚光鼎，教育社會學（頁243-288）。台
北：學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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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臺灣地區相關研究

閱讀及討論材料：
中華民國比較教育學會、中國教育學會（主編）（1998）。社會變遷中的教
育機會均等。台北：楊智。
王秀槐（2014）。多元入學制度下的教育機會均等：經由不同入學管道進入
不同類型學校的大一學生家庭社經背景之研究。市北教育學刊，47，21-45。
王雅玄、周國民（2007）。國小學童真的享有較育機會均等嗎？從家長社會
資本檢視學生的階層化問題。「公義社會與教育行政革新」國際學術研討
會。2007年11月23日-24日。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王德睦、陳宇嘉、張維安（1986）。教育結構變遷與教育機會均等。載於瞿
海源、章英華（主編），台灣社會與文化變遷（上冊）（頁353-377）。台
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王麗雲、游錦雲（2005）。學童社經背景與暑期經驗對暑期學習成就進展影
響之研究。教育研究集刊，51（4），1-41。
石晶晶（2008）。從M型社會談台灣教育之社會正義。學校行政雙月刊，57，
90-109。
江明曄、廖文靖（2004）。從再製論的觀點探討高中數理資優教育之實施－
以臺中市一所高中為例。特殊教育學報，19，1-30。
吳慧瑛（2007）。家庭背景與教育成就：五個出生世代的比較分析。人口學
刊，34，109-143。
巫有鎰（2007）。學校與非學校因素對台東縣原、漢國小學生學業成就的影
響。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7（1），29-67。
巫有鎰、黃毅志（2009）。山地原住民的成績比平地原住民差嗎？可能影響
臺東縣原住民各族與漢人國小學生學業成績差異的因素機制。臺灣教育社會
學研究，9（1），41-89。
李秀如、王德睦（2007）。係貧窮的原罪？或係城鄉差距？ -- 談影響兒童
英語學習機會的因素。教育與社會研究，12，113-134。
李鴻章（1999）。台灣地區背景因素對子女教育的影響之變遷 -- 以民國73
年和民國86年做比較。（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22，251-266。
李鴻章（2000）。出身背景、教育程度與道德判斷之相關研究。教育研究資
訊，8（2），147-171。
沈姍姍（1995）。台灣的教育選拔制度與社會流動之探討。新竹師院學報，
8，95-113。
周仁尹、曾春榮（2006）。從弱勢族群的類型談教育選擇權及教育財政革
新。教育研究發展期刊，2（3），93-122。
周新富（2004）。家庭社經地位、家長參與學習與國中生能力分組關係之研
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4（2），113-153。
周新富（2008）。社會階級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 – 以家庭資源為分析架
構。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1-43。
周裕欽、廖品蘭（1997）。出身背景、教育程度及子女教育期望之關連性研
究。（國立政治大學）教育與心理研究，20，313-330。
林大森（1999）。台灣地區家庭背景對中等教育分流的影響：「高中/高職」
與「公立/私立」差異的探討。東吳社會學報，8，35-77。
林大森、陳憶芬（2006）。臺灣高中生參加補習之效益分析。教育研究集
刊，52（4），35-70。
林文達（1983）。教育機會公平性之研究。政治大學學報，48，87-115。
林文蘭（2006）。優惠或污名？台灣教育補助政策的社會分類效應。教育與
社會研究，11，107-152。
林松齡（1999）。母親對子女學業成就的影響：文化資本、經濟資本、與監
督角色的比較。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刊，27，71-104。
林家惠（2017）。提升偏鄉教育，落實教育機會均等之淺見。臺灣教育評論
月刊，6（9），134-136。
林俊瑩、吳裕益（2007）。家庭因素、學校因素對學生學業成就的影響 –
階級線性模式的分析。教育研究集刊，53（4），107-144。
林俊瑩、黃毅志（2008）。影響臺灣地區學生學業成就的可能機制：結構方
程模式的探究。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8（1），45-88。
林義男（1988）。國小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參與及學業成就的關係。國
立台灣教育學院輔導學報，11，95-141。
林義男（1993）。國中學生家庭社經背景、父母參與及其學業成就的關係。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報，16，157-212。
邱皓政、林碧芳（2016）。孰優、孰弱？臺灣學生學習成就軌跡之異質性分
析。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4（1），33-79。
姜添輝（2002）。資本社會中的社會流動與學校體制 – 批判教育社會學的
分析。台北：高等教育。



柳麗玲（2007）。公立小學的增權賦能與教育均等之研究。「公義社會與教
育行政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1月23日-24日。台北：國立臺灣師範
大學。
唐宗清（譯）（K. Harris著）（    /1994）。教師與階級 – 馬克思主義
分析（Teachers and classes: A Marxist analysis）。台北：桂冠。
張盈堃（2007）。新右派意識形態與教育機會均等的運作邏輯：以台灣幼兒
教育劵與國幼班為例。「公義社會與教育行政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11月23日-24日。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張家銘（1995）。台灣地區的社會分化與社會流動 -- 教育與職業結構變遷
之研究。東吳社會學報，4，75-114。
教育研究月刊，2009年第177期，「十二年國教基本教育與教育機會均等」
章英華等（1995）。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委託專題研究張建成（2002）。教育機會。載於張建成，批判的教育社會研
究（頁123-148）。台北：學富。
許育典、陳碧玉（2008）。社會國原則在教育行政的落實。當代教育研究，
16（3），1-29。
陳世聰（2007）。花東屏三縣原住民五歲幼生教育機會均等之實現 – 以扶
幼計畫第二階段為例。「公義社會與教育行政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
年11月23日-24日。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正昌（1994）。北部三縣市家庭教育資源與國小學生學業成就之關係。教
育研究，39，37-43。
陳怡靖、鄭燿男（2000）。台灣地區教育階層化之變遷 – 檢證社會資本
論、文化資本論及財務資本論在台灣的適用性。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
人文及社會科學，10（3），416-434。
陳青達、鄭勝耀（2008）。文化資本與學習成就之相關研究：以雲林縣國民
小學六年級學生為例。新竹教育大學學報，25（1），79-98。
陳信智（2009）。評論十二年國教追求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社會公平「正
義」的目的之理論適當性。學校行政雙月刊，62，31-43。
陳冠州（2007）。公義社會中的社會正義在教育機會均等理念上之探究。
「公義社會與教育行政革新」國際學術研討會。2007年11月23-24日。台北：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陳建州、劉 正（2001）。重探學校教育功能--家庭背景因素影響力變化之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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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智綺譯（P. Bonnewitz著）（1997/2002）布赫迪厄社會學的第一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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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本與教育（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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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ourdieusian analysi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Duke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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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社會階級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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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kes, L., Rolfe, H., Hudson-Sharp, N., & Stevens, S. (20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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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deprivation on attainment, Research report.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 University of Oxford.
Strand, S. (2015). Ethnicity, deprivation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t age 16 in England: Trends over time Annex to
compendium of evidence on ethnic minority resilience to the effects
of deprivation on attainment.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 University of Oxford.

13 暫時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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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族群、社會階級交錯與教育

閱讀及討論材料：
Grant, C. A., & Sleeter, C. E. (1986). Race, class, and gender in
education reserch: An argument for integrative analysis. Review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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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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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ety, 13 (4), 48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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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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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教育、教育機會與階級複製

閱讀及討論材料：
Coleman, J. S. (1966). Equal schools or equal students? The Public
Interest, 4, 70-75. 載於J. S. Coleman (1990), Equity and
achievement in education (pp. 121-126). Boulder: Westview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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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8, 33-48.
Hallinan, M. T. (1994). Tracking: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67, 79-84.
Hanushek, E. A., & Woessmann, L. (2005). Does educational trac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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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Malamud, O., & Pop-Eleches, C. (2011). School tracking and access
to higher education among disadvantaged group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 1538-1549.
吳清山、林天佑（1996）。教育名詞 —分流教育。教育資料與研究，8，
85。
李佩嬛、黃毅志（2011）。 原漢族群、家庭背景與高中職入學考試基測成
績、教育分流：以臺東縣為例。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6（1），193-226。
林大森（2003）。主觀教育評估：以台灣的教育分流體制為例。市師學報，
2，73-113。
林文瑛等（1995）。分流教育的社會效果分析。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委託專題研究報告10。
林永豐（2007）。邁向不強調分流的招生入學：論進路觀點對中等教育課程
之啟示。中正教育研究，6（1），37-60。
章英華等（1995）。教育分流與社會經濟地位。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
委託專題研究報告9。
許殷宏（2006）。能力分班中的階級問題。課程與教學季刊，9 (4)，101-
118。
黃松浪（2007）。家庭背景、教育成就與文化複製理論之探討－以台灣之技
職教育體系為例。嘉南學報，33，412-428。
黃銘福、黃毅志（2014）。台灣地區出身背景、國中學業成績與高中階段教
育分流之關聯。教育實踐與研究，27（2），67-98。
薛承泰（1996）。影響國初中後教育分流的實證分析：性別、省籍、與家庭
背景的差異。臺灣社會學刊，20，4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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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機會均等：政策與實踐

閱讀及討論材料：
Advisory Committee on Head Start Head Start (2012). FACES of Head
Start: Our children, our families, our classrooms.
Advisory Committee on Head Start Head Start (2012).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Final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Secretary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Connell, R. W. (2000). Poverty and education. In S. J. Ball (Ed.),
Sociology of education: Major themes (Volume II: Inequalities and
oppressions) (pp. 589-61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Falmer.
Hall, P. M. (2001). Social class, poverty, and schooling: Social
contexts,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policy options. In B. J.
Biddle (Ed.), Social class, poverty, and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pp. 213-242). New York: Routlege Falmer.
Harris, A., & Tienda, M. (2010). Minority higher education
pipeline: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in college admissions policy in
Texa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627, 60-81.
Hursh, D. (2007). Exacerbating inequality: The failed promise of
the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Race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10(3),
295-308.
Knapp, M. S. (2001). Policy, poverty, and capable teaching:
Assumptions and issues in policy design. In B. J. Biddle (Ed.),
Social class, poverty, and education: policy and practice (pp. 175-
212). New York: Routlege Falmer.
Lee, J. (2006). Tracking achievement gaps and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NCLB on the gaps: An in-depth look into national and state
reading and math outcome trends. Cambridge, MA: The Civil Rights
Project at Harvard University.
Stephens, N. M., Hamedani, MarYam G., & Destin, M. (2014). Closing
the social-class achievement gap: A difference-education
intervention improves first-generation students’ aca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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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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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別、族群、社會階級與多元文化教育

閱讀及討論材料：
Darling-Hammond, L. (1995/2001). Inequality and access to
knowledge. In J. A. Banks & C. A.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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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Millan Publishing.
McLaren, P. L. (2000). Unthinking whiteness, rethinking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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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n Galen, J. A. (2000). Education & clas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7 (3),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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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4，333-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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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4，309-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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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學  策  略  Teaching Strategies

課堂講授 Lecture 參觀實習 Field Trip

其他Miscellaneous:口頭報告，討論。

分組討論Group Discussion

教 學 創 新 自 評 Teaching Self-Evaluation

問題導向學習(PBL) 解決導向學習(SBL) 團體合作學習(TBL)

創新教學(Innovative Teaching)

磨課師 Moocs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社會責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產學合作 Industy-Academia Cooperation在地實踐Community Practice 

跨域合作(Transdisciplinary Projects) 

跨院系教學Inter-collegiate Teaching跨界教學Transdisciplinary Teaching 

業師合授 Courses Co-taught with Industry Practitioners

其它 other:



測驗
會考

實作
觀察

口頭
發表

專題
研究

創作
展演

卷宗
評量

證照
檢定

其他

配分項目
Items

配分比例
Percentage

多元評量方式 Assessments

學期成績計算及多元評量方式 Grading & Assessments

平時成績 General
Performance

20%

期中考成績 Midterm Exam

期末考成績 Final Exam

作業成績 Homework and/or
Assignments

30%

其他 Miscellaneous
(學期報告)

50%

評量方式補充說明
Grading & Assessments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教科書與參考書目（書名、作者、書局、代理商、說明）
Textbook & Other References (Title, Author, Publisher, Agents, Remarks, etc.)

課程教材網址（教師個人網址請列在本校內之網址）
Teaching Aids & Teacher's Website (Personal website can be listed here.)

 其他補充說明 (Supplemental instruc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