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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課程時間：週二 18:20～21:00

二、上課教室：社3010-2

三、授課教師：劉正山 助理教授 （社4041；E-mail: csliu@faculty.nsysu.tw）

四、課後討論：請以E-mail另約

五、上課型態：課前閱讀、課堂講解和議題討論

六、評分方式：

 課程參與（20%）

 五次期中書面作業（50%)

 期末小組報告（30%）

七、課程目標：本課程目標在幫助準備進入碩二的同學打好做研究的心理準備，

包括認識政治學研究的本質、掌握政治學門的發展狀況，以及開

拓個人研究的議題。

八、課程簡介：「政治學的基本問題」大體而言包括三大主題：（1）政治學門目

前關心且正在處理的問題，（2）政治學門發展過程中所遇到的挑

戰，以及（3）政治學門應當但尚未充份處理的問題。課程內容大

致可細分為以下主題，每周上課前必須將指定之英文或中文文獻

閱讀完畢。

1. 學門現況

2. 質化與量化研究分道揚鑣？

3. 政治科學卯上政治哲學？

4. 政治學知識論的困境與轉機

5. 理性的政治動物？

6. 理論導向與經驗研究的抉擇

7. 理論導向的研究可望不可及？

8. 學門發展的前景

九、指定教材：本學期課程以政治學期刊論文為主，中文教科書為輔。課程中將

視情況印發中文論文作為輔助閱讀。多數論文全文可於學校的西文

電子資料庫中取得，凡學校資料庫沒有訂閱的期刊，該篇論文將由

老師提供，於上課前一周置於所辦的「政治學的基本問題」資料匣

內供同學自行複印。本學期的中文教科書為：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原文書 Theory and Methods in 

Political Science第二版，作者David Marsh & Gerry Stoker，

陳義彥等譯，2007，台北：韋伯）請洽學校復文書局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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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報告格式：期中報告主題本學期八個主題中自行挑選五個主題（或教科書中

章節標題）進行寫作。每篇長不超過2,000字。寫作內容為閱讀心

得、文獻整理、或經由閱讀所延伸出的研究構想，切忌只作文章重

點整理（無個人評論的報告將退回重寫或不予計分）。分組報告主

題則由小組討論決定，內容應與課程名稱有關；主題選擇有任何疑

問應直接與老師討論。若不相關則不予計分。分組報告可選擇口頭

報告或是書面報告。口頭報告長度為二十分鐘，以專業學學術會發

表標準來評分；書面報告長度為5,000至 10,000字。小組報告必須

充份呈現小組討論的成果。小組可以採團體合作的方式充實期中報

告的討論。

期中報告紙本應於該周上課時繳交；期末報告則於學期最後一日前

繳交（6月 16晚上 9點截止）。逾時繳交的報告依遲交天數扣分，

期末報告遲交則不予計分。所有的作業應以電腦打字列印、12號字

體、雙倍行距，並於裝訂於報告的左上角。以下資訊皆應明載於封

面上：課程名稱、報告種類（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期

中報告或期末分組報告）、姓名、學號、繳交日期，以及E-mail 

帳號。所有書面寫作必須獨立完成，任何引用必須載明出處（請

用學術界常用的引用格式，如APA)，且嚴禁任何形式的抄襲行為

（曾經有同學剪貼網路上的文章被老師查出來，得零分，學期成績

以不及格發出）。

十二、課程大綱與每周進度：

[2月 17日] 課程簡介

*  2月 24日因老師出國， 3月 6日（星期五）晚上補上課。

[3月 3 & 6日] 學門現況

 Grant, J. T. (2005). What divides us? The image and organization of 

political scienc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8 (3), 

379-386.

 Dryzek, J. S. (2006). Revolutions without enemies: Key 

transformations in political scien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0 (4), 487-492.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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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0, 17 & 24日] 質化與量化研究分道揚鑣？

 Bond, J. R. (2007). The scientification of the study of politics: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behavioral evolution in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 of Politics, 69 (4), 897-907.

 Lezaun, J. (2007). A market of opinions: The political epistemology 

of focus groups. Sociological Review, 55, 130-151.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十一章。

[3月 31 & 4月 7日] 政治科學卯上政治哲學？

 McCormick, J. P. (2000).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Return to the classics - No, not thos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2), 195-197.

 Mayhew, D. R. (2000).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Ontological not normative.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2), 

192-193.

 Smith, S. B. (2000).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 An 

uneasy relation.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2), 189-191.

 White, S. K. (2000). Taking ontology seriously in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al theory: A reply to Mayhew. Ps-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33 (4), 743-744.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八章與結論章。

[4月 21 & 28日] 政治學知識論的困境與轉機

*4月 14日配合期中考周，停課一次

 Friedman, J. (2005). Popper, Weber, and Hayek: The epistemology and 

politics of ignorance. Critical Review, 17 (1-2) , I-LVIII.

 Wendt, A. & Duvall, R. (2008). Sovereignty and the UFO. Political 

Theory, 36 (4), 607-633.**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一章與第十四章。

[5月 5 & 12日] 理性的政治動物？

 Somers, M. R. (1998). We're No Angels': Realism, Rational Choice, 

and Relationality in Social Sci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4 (3), 722-784.

 Sanchez-Cuenca, I. (2008). A preference for selfish preferences - 

The problem of motivations in rational choice political science.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38 (3), 36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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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三章。

[5月 19 & 26日] 理論導向與經驗研究的抉擇

 Shapiro, Ian. 2005. The Flight from Reality in the Human Scienc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p. 51-99, 178-203.**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二章與第十二章。

[6月 2日] 理論導向的研究可望不可及？

 Tilly, Charles. (2001).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 21-41.

 「政治學方法論與途徑」第十三章。

[6月 9日] 學門發展的前景

 Gunnell, J. G. (2007). Are we losing our minds? Cognitive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 Political Theory, 35 (6) , 704-731.**

 Nye, J. S. (2008).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ory and policy. 

Political Psychology, 29 (4), 593-603.

[6月 16日] 學期總結與小組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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