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04 博士班資格考試題 知識論與方法論 

(112 學年度下學期) 

 

以下考題請任選三題作答。每題 100分，三題總分須達 210分該科方達及格標準。 

 
 
一、 

以下三張圖擷取自 Bruno Latour 的《我們從未現代過》（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一書，請回答：（1）這三張圖的涵義；（2）據此討論 Latour 如何批判

「現代性」，以及他所倡議的另類出路；（3）說明你對 Latour 觀點的評論。 

 
 



 

 
參考書目： 

Latour, B.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London: Harvester Wheatsheaf.（中譯：Latour, B.（2012）

《我們從未現代過》（余曉嵐、林文源、許全義譯）。台北：群學。） 



二、 

請根據 Sayer 的觀點，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如何考察結構和施為

（agency）的關係？具體而言：（1）請先說明批判實在論如何理解結構和施

為；（2）說明批判實在論如何區分必然和偶合、抽象研究和具體研究，以及如

何討論因果作用與因果分析；（3）舉一個實例來說明結構與施為的關係。 

參考書目： 

Sayer, A. (2010). Method in social science (rev. ed.). London: Routledge.（中譯：Saye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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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

其是第三章。 

 

三、 

2023年初生成式人工智能衝擊世界。請透過Semali和Kincheloe著作中關於原住民

知識的分析架構，探討在AI知識系統崛起的當代，原住民知識系統如何發展演化？

請選擇一個你熟悉的原住民文化體系作為預測分析之具體個案。 本題請分三子

題回答：（1）Semali和Kincheloe著作中關於原住民知識的分析架構。（2）AI知

識系統與Semali和Kincheloe觀點的原住民知識系統之關聯，以及（3）原住民文

化轉型個案。 

參考文獻 

Semali, L. M. & Kincheloe, J. L. (1999). Introduction: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and why should 

we study it? In L.M. Semali & J. L. Kincheloe (Eds.), What is indigenous knowledge? Voices from the 

academy (pp. 3-57). New York: Falmer Press. 

 

四、 

在人工智能崛起的時代，研究者如何從Mishler提出質性研究倫理架構，反思大

數據跨國研究中，處理受訪者/報導人的資訊之基本問題，是本題的前提。請回

答下面三個提問：（1）人工智能使用資訊與生成只是訊息的過程為何？（2）如

何界定數據的隱私倫理的分寸？人工智能自動化決策與算法的偏差如何釐清？

（3）從Mishler的架構，政策制定者如何檢討跨國數據流動、長期監控與持續同

意的倫理原則？ 

參考文獻 

Mishler, E. G. (1986). Research interviewing: Context and narrativ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閱讀：pp. 9-65】 

  



五、 

Roberts R. Alford 提出三種主要的探究典範，以及相關的不同操作語彙和研

究問題。 

(1)請說明有哪三種典範，以及各自的論證差異何在。 

(2)請試圖說明三種研究典範可能有的不同研究路徑。 

(3)請試圖確認你我的社會學想像於空間專業領域中應該有何面貌? 

參考書目 

Alford, R. R. (1998). The craft of inquiry: Theories, methods, evid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中譯：Alfor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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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近年有關學術倫理抄襲剽竊等問題不僅只是學院課題亦為大眾所矚目。然而倫

理問題不僅是書寫發表階段才重要，研究的行程和執行過程的每一步都需要謹

慎察覺。(1)請說明研究倫理在應用田野調查的研究中，有何格外重要的考量？

(2)請說明研究倫理在涉及原住民社群的研究中，有何獨特重要的考量和回應批

判的方法？ 

參考書目 

Kimmel, A. J. (2007). Ethical issues in the conduct of field research. In Ethical issu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Basic and applied perspectives (2nd ed.) (pp. 110-146). Oxford, UK: Blackwell. 

Smith, L. T. (2021). Decolonizing methodologies: Research and indigenous peoples. London: Zed Books. 

【閱讀第1-4, 6-7章(全書共12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