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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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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社会学产生与形成的条件

１８３８ 年，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中提出建立社会学的基本

想法。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开创了社会学的另一传统。 社会学形

成的社会条件、思想条件、科学发展条件。
二、 社会学的发展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社会学学科基本形成，孔德、马克思、斯宾

塞、迪尔凯姆、韦伯的贡献。 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 当代社会学的发

展。 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一、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主要观点

孙本文的总结。 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三种看法。
二、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学的界定。 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具体研究

对象包括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人类生活的群体形式及制度，社会问题

及社会变迁的规律，等等。 社会学的具体研究对象：社会关系与社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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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社会行动与社会过程。

第三节　 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与学科特点

一、 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孔德等人的观点。
二、 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社会学与历史唯物论的关系，与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的关系，与
历史学等的关系。

三、社会学的学科特点

整体性、科学性、综合性、应用性、建设性和批判性。

第四节　 社会学的功能

一、 社会学是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有效工具

社会学的认识功能，社会学的实践功能。
二、 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使命

咨政育人。 帮助人们认识社会转型的规律，倡导改善人们生活的

社会条件，分析社会问题，促进制定社会政策，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第二章　 社 会

第一节　 社会的概念及构成

一、 社会的含义

社会学中社会的概念，马克思对社会的解释。
二、 社会的性质

社会唯实论与社会唯名论，社会的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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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会的构成要素

孙本文的见解：社会赖以生存的要素有地理要素、生物要素、心理

要素和文化要素。
现实社会的构成要素包括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社会活动、文化。

第二节　 社会的类型及考察视角

一、 社会的类型

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类型的观点，伦斯基的分类，传统社会与现代

社会。
二、 社会学考察社会的几种角度

宏观社会与微观社会，个人关系、群体关系和社会制度的角度，从
联系纽带的角度认识社会———血缘、地缘、业缘的角度。

第三节　 文　 　 化

一、 文化的含义与类型

泰勒的文化定义、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定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

化。 社会学主要研究规范文化。
二、 文化的特征与结构

文化的特征：人类创造的和后天习得的，群体共享的，以象征符号

为基础。
文化的结构：文化特质、文化丛、文化模式。
三、 文化的功能

文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维持秩序功能、传续功能。
四、文化的多样性与文化变迁

文化的多样性：主文化与亚文化，我族中心主义与文化相对主义。
文化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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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人的社会化

第一节　 人的社会化的含义及必要性

一、 人的社会化的含义

人的两重属性：生物性和社会性。 人的社会化的含义。
二、 人的社会化的必要性

从个体的角度看人的社会化的必要性：基本生存的需要，进一步发

展的需要。 从社会的角度看是社会延续、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 社会学研究社会化的三种角度

文化的角度、个性发展的角度、社会结构的角度。

第二节　 社会化的生物基础与机构

一、 社会化的生物基础

人的社会化有其生物基础，包括人有思维能力、语言能力、学习能

力和较长的生活依赖期。
二、 社会化的机构

社会化的机构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同龄群体、邻里、工作单位、大
众传媒等。

第三节　 社会化的过程和基本内容

一、 社会化的过程和机制

在社会化的阶段上，有埃里克森的人类成长八阶段说；儿童—青年

社会化，继续社会化。 对社会化的机制有教化论、学习论、互动论等

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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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化的基本内容

学习基本生活技能，学习谋生的基本手段，学习社会行为规范，明
确生活目标，培养社会角色。

第四节　 当前我国转型社会中的社会化问题

一、 早期社会化的困境

早期社会化的特点，儿童—青年社会化遇到的困难，社会转型与代

沟问题。
二、继续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的含义、内容及意义。
三、再社会化

再社会化的含义、类型。

第四章　 社 会 角 色

第一节　 社会角色的概念

一、 社会角色研究的传统

米德的社会心理学对角色的看法，林顿的人类学对角色的看法。
二、 社会角色的含义与特点

社会角色的定义，社会角色与社会地位的关系，社会角色是一套行

为规范。 社会角色的特点。

第二节　 社会角色的类型

一、 先赋角色与自致角色

先赋角色，自致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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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规定角色与开放角色

规定角色，开放角色。
三、 复式角色与角色集

复式角色，角色集。

第三节　 社会角色的扮演

一、 角色扮演的含义与角色认知

角色扮演的含义；角色认知：了解角色期望，角色认同。
二、 角色扮演的过程

角色领悟，角色实践，角色创造。
三、 角色扮演中的问题

角色混淆，角色紧张，角色冲突，角色失败。

第五章　 社 会 互 动

第一节　 社会互动的含义及类型

一、 社会互动的含义

社会行动的概念，社会互动的概念，社会互动的意义。
二、 社会互动的类型

人际互动与群体互动，社会互动的基本类型：竞争、合作、冲突。

第二节　 社会互动的理论

一、 马克思的社会交往理论

社会交往的概念，社会交往的意义。
二、 符号互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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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的概念，情境定义，符号互动论的基本观点。
三、 戏剧论

前台与后台，印象管理。

第三节　 人际互动与集体行为

一、 人际互动

人际互动的含义与特点，人际吸引。
二、 集体行为

集体行动的含义、特征与类型，集体行为的形成，对集体行为的

解释。

第六章　 社 会 群 体

第一节　 社会群体的含义与类型

一、 什么是社会群体

社会群体的含义，社会群体的特征。
二、 社会群体存在的基础

个人需要，社会条件。
三、 社会群体的类型与结构

社会群体的类型：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
血缘群体、地缘群体与业缘群体，群体的结构。

第二节　 初级社会群体

一、 初级社会群体的含义及特征

初级社会群体的含义，初级社会群体的特征，初级社会群体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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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家庭、朋辈群体、邻里。
二、 初级社会群体维系的条件

群体规模，持续的面对面交往，非利己的动机。
三、 初级社会群体的功能

正功能：社会化的场所，个人走向社会的桥梁，满足人的多方面需

要，维持社会秩序；负功能。

第三节　 家 庭

一、 家庭的概念及基础

家庭的概念，家庭是初级群体的典型，家庭的基础———婚姻。
二、 家庭结构与类型

家庭的关系结构，家庭的权力结构。 家庭的类型。
三、 家庭的功能

生物功能，经济功能，抚育功能，赡养功能，休息与精神满足。
四、 转型社会中的家庭

现代化进程中家庭的变化及趋势，转型社会中的家庭问题。

第七章　 社 会 组 织

第一节　 社会组织的含义及分类

一、 社会组织的含义与构成要素

社会组织的含义，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
二、 社会组织的分类

社会学家对组织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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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组织的目标

一、 组织目标的含义及分类

组织目标的含义，组织目标的分类。
二、 组织目标的制定和实现

组织目标的制定，组织目标的实现———组织化，组织过程。

第三节　 社会组织的结构

一、 组织结构的含义

组织结构的含义，组织的整体结构。
二、 组织的正式结构

组织的正式结构的含义，组织结构的类型，正式结构的功能。
三、 组织的非正式结构

组织的非正式结构的含义，非正式结构产生的原因，非正式结构的

功能。
四、 我国社会转型期的组织结构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的单位组织的特点，单位组织的功能，转型期我

国单位组织的变迁。

第四节　 社会组织的管理

一、 组织管理的含义

组织管理的含义，管理者的基本功能。
二、 组织管理理论的发展

古典组织管理理论，行为科学管理理论，现代管理理论。
三、 组织管理的方式

家长制，科层制，参与式管理。
四、 组织管理中的官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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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主义与科层制的关系，组织管理中官僚主义的表现。

第八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第一节　 社会分层概述

一、 社会地位及其差别

社会地位的概念，社会地位差别。
二、 社会分化及其类型

社会分化的含义及类型，不平等与异质性，社会分层的概念。
三、 社会阶级与社会阶层

社会阶级，社会阶层，二者的关系。

第二节　 社会分层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一、 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主要观点。
二、 西方社会学的分层理论

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赖特的社会分层理论。
三、 社会分层的方法

主观法、客观法、声望法；基尼系数，五等分法，社会经济地位量表，
职业分层。

第三节　 我国的社会阶层状况

一、 改革前我国社会阶层结构

分层状况，分层特点。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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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分层标准多元化，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现代化转型、经济体

制转轨对我国分层结构的影响，当前我国社会分层研究的两个问题：精
英问题，两极分化现象。

第四节　 社 会 流 动

一、 社会流动的含义与类型

社会流动的含义，社会流动的类型。
二、 影响人们社会地位获得的因素

职业地位，影响社会地位获得的个人和社会因素。
三、 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

阶层流动，城乡间流动，职业流动，合理的社会流动的功能。

第九章　 社 会 制 度

第一节　 社会制度的含义及构成

一、 社会制度的层次及含义

社会制度的三个层次，社会制度的含义。
二、 社会制度的构成

社会制度的构成要素，社会制度体系。
三、 社会制度的类型

本原的制度与派生的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家庭制度、教育制

度、宗教制度。

第二节　 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

一、 考察社会制度功能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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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概念，正功能与反功能。
二、 社会制度的功能及其考察角度

满足人的需要，行为导向，社会整合与控制，文化传递。 考察社会

制度功能的角度。

第三节　 制度化与制度变迁

一、 制度化

制度化的含义，制度化的机制。
二、 制度变迁

制度的生命周期；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制度创新。

第十章　 社 区

第一节　 社 区 概 述

一、 社区的含义及构成

滕尼斯的社区概念，社区的含义，社区的构成。
二、 社区的类型

作为共同体的社区的分类，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 虚拟社区。
三、 社区研究

芝加哥学派，人文区位学。

第二节　 农 村 社 区

一、 农村社区的特征

生存基础，群落特征，生产与生活特征。
二、 中国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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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结构，政治结构，职业结构。
三、 中国农村社区的变迁

社会变迁的主要表现———非农化、城镇化。

第三节　 城 市 社 区

一、 城市社区的含义与特征

城市社区的含义，城市社区的特征。
二、 城市的区位结构

区位结构的含义，城市区位结构的类型。
三、 城市社区建设

城市社区建设的含义，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内容。

第四节　 城市化与城乡协调发展

一、 城乡关系

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城乡融合。
二、 城市化

城市化的含义，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的动力。
三、 社会转型期中的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对城市化的影响，农村城市化的策略。

第十一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第一节　 社 会 变 迁

一、 社会变迁的含义与类型

社会变迁的含义，社会变迁的类型———进化与革命，进步与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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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发的变迁与有计划的变迁。
二、 社会变迁的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人口变动，环境因素，社会价值观念

变化。
三、 社会变迁的理论

马克思的社会变迁理论，社会进化论，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变迁

理论。
四、 有计划的社会变迁

社会规划，社会指标的含义、特点、功能，几种指标。

第二节　 社会现代化

一、 社会现代化的含义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社会现代化的含义。
二、 社会现代化的内容

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城市化，科层化，生活方式现代化，社会

结构分化，人的现代化。
三、 社会现代化的基本特征

分化和一体化，理性化，科学技术的推动，经济发展，城市化，人的

现代化，全球化。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一、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社会条件及类型

经济落后，传统的社会结构，国际压力大，殖民地的影响。 后发外

生型现代化。
二、 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特点

“迟发展效果”，赶超型现代化，异质文化的引入，“二元社会结构”
长期存在，政府的作用。

三、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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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趋同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

第四节　 我国的社会现代化

一、 近代中国现代化迟滞的原因

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基础不足，宗教伦理、家庭制度的解释。
二、 ２０ 世纪中期以来现代化的特点

“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
三、 体制改革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现代化发展战略：传统发展战略、基本需求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
社会转型与现代化。

第十二章　 社 会 问 题

第一节　 社会问题概述

一、 社会问题的含义、特征及类型

对社会问题概念的几种理解，社会问题的特征和类型。
二、 社会问题的认定

主观认定与客观认定，社会问题的形成过程。

第二节　 社会问题的理论解释

一、 社会病理学与社会解组论

社会病理学的观点，社会解组论的观点。
二、 价值冲突论与标签论

价值冲突论的看法，标签论的看法。
三、 批判理论与社会建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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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的看法，社会建构论对社会问题的看法。

第三节　 我国的社会问题

一、 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的主要表现，解决人口问题的途径。
二、 劳动就业问题

劳动就业问题的主要表现，解决问题的途径。
三、 贫困问题

贫困的定义，恩格尔系数，贫困的类型，当前我国的贫困问题及其

解决途径。

第十三章　 社 会 控 制

第一节　 社会控制的含义及功能

一、 什么是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概念的提出，社会控制的含义。
二、 社会控制的类型

统治与制约，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积极控制与消极控制，内在

控制与外在控制。
三、 社会控制的功能

维持社会秩序，维护正常生活，促进社会发展。 社会控制的反

功能。

第二节　 社会控制的手段

一、 习俗与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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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俗的控制作用，道德的社会控制作用。
二、 法律与纪律

法律的社会控制作用及条件，纪律的控制作用。
三、 社会舆论

社会舆论的特点及社会控制作用。

第三节　 越轨行为与社会控制

一、 越轨行为的含义及其类型

越轨行为的含义，越轨行为的判定，越轨行为的类型。
二、 对越轨行为的解释

失范理论的解释，手段—目标论，亚文化群体论，标签论。
三、 社会转型期的越轨行为及其控制

群体性越轨行为，有权者越轨，越轨行为的控制。

第十四章　 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

第一节　 社会保障的含义与功能

一、 社会保障的含义及构成

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社会保障的含义，社会保障的构成：社会保

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
二、 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特征及功能

本质特征，功能：民生功能、经济功能、政治功能。

第二节　 社会保障的模式及制度建设

一、 社会保障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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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保障制，普遍保障制，以经济状况调查为基础的补偿制，储蓄

基金制。
二、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新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就及问题，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目

标，发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社 会 政 策

一、 社会政策的含义与性质

社会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社会政策的含义，社会政策的性质。
二、 社会政策的领域与功能

社会政策的主要领域。 社会政策的功能———社会功能、经济功能

和政治功能。
三、 社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社会政策的制定过程，社会政策的实施。 社会政策的评估：评估内

容，评估模式，社会政策的改进。
四、 我国的社会政策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社会政策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政策

的变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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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学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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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章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第一节　 实证哲学的基本精神

一、 “实证”概念的含义

二、 人类知识的发展阶段

神学阶段。 形而上学阶段。 实证阶段。

第二节　 实证社会学的特征和方法

一、 社会学在科学分类体系中的地位

实证科学分类体系。 社会学的特征。
二、 实证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观察法。 实验法。 比较法。 历史法。

第三节　 实证社会学理论

一、 社会静力学

社会秩序的基础。 社会要素及其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二、 社会动力学

社会进步及其动力。 各个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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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

第一节　 社会有机论

一、 社会是有机体

二、 社会同生物有机体的比较

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的相似之处。 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的区别。
三、 对社会内部各个功能系统的分析

功能系统概念。 社会功能系统。

第二节　 社会进化论

一、 一般进化论

进化的含义。 进化的动力。
二、 社会进化过程

社会进化的动因。 社会进化的环节。 社会进化的结果。 社会进化

的性质和方式。

第三章　 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思想

第一节　 社会学基础的奠定

一、 迪尔凯姆的社会观

社会唯实论。 社会整体观。
二、 社会事实（社会学研究对象）

22



社会事实的含义。 社会事实的特征。 社会事实的种类。
三、 社会学方法论的基本原则

把社会事实当作客观事物来看待，即社会学研究的“客观原则”。
以社会事实解释社会事实 。 区分社会事实的起因与功能，分别进行研

究。 方法论思想简评。

第二节　 社会团结与社会分工

一、 社会团结的含义

二、 社会团结的类型：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

三、 现代社会中社会团结面临的危险

社会解组。 反常分工的破坏作用。 有机团结面临着的威胁。

第三节　 自　 杀　 论

一、 关于研究对象

自杀的定义。 个人自杀事件与自杀率。 选择自杀现象作为研究对

象的原因。
二、 影响自杀率的社会原因

自杀类型的划分。 利己型自杀。 利他型自杀。 失范型和宿命型自杀。
三、 自杀理论的完整结构

社会基本性质决定自杀率。 整合与规范。 对自杀率变动的解释。
四、 《自杀论》的历史地位

第四章　 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第一节　 韦伯的社会学方法论思想

一、 世纪之交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之争

23



社会科学中实证主义流派的崛起。 反实证主义流派。 弗莱堡学派

的主要观点。
二、 “理解地解释”
对文德尔班的批评。 社会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似之处。 社会学与自

然科学的区别。
三、 方法论个人主义原则

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价值中立性概念。 个人是社会行动的基本承担

者。 非整体化研究取向。 如何看待群体、组织以及社会形成物。 社会

学同心理学的区别。
四、 理想类型

理想类型的含义。 理想类型的构建。 理想类型的认识作用。

第二节　 政治社会学

一、 权威的类型

权力与权威的共同点和区别。 权威的理想类型。
二、 科层制思想

科层制的含义。 科层制的特征。 科层制的历史文化背景。 科层制

思想简评。
三、 社会分层论

分层的标准。 三个标准之间的关系。 分层论思想简评。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形成及其文化背景

一、 宏观理论框架

社会行动的理想类型。 两种合理性行动的比较。 宏观文化比较。
二、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特征及其精神条件

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特征。 资本主义精神。 资本主义精神的对立

面———传统主义。
三、 宗教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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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的基本特征。 宗教的社会作用及其解释。 天主教的特征。
新教的特征。 天主教伦理与新教伦理的比较。

四、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精神提供了终极价值。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的一致性。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历史关系。 《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基本思路。

第五章　 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

第一节　 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一、 齐美尔的社会观

社会唯名论与社会唯实论。 对社会唯名论的批评。 对社会唯实论

的批评。
二、 社会交往形式

“社会交往”的含义。 关于“形式”的观点。 形式研究所舍弃的具

体内容。
三、 社会学知识领域的划分

一般社会学。 形式社会学。 哲学社会学。

第二节　 对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

一、 群体规模对交往形式的影响

二人组与三合体。 小群体与大群体。
二、 对冲突的研究

冲突是社会赖以形成的基本形式。 冲突的类型。 对群体内冲突的

分析。 对群体之间冲突的分析。 冲突的社会结合功能。
三、 群体间关系形式与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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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形成的基础。 群体之间的关系形式。 群体间关系类型对个人

的影响。

第六章　 结构功能主义

第一节　 结构功能主义的特征及其思想渊源

一、 结构功能主义的主要特征

二、 结构功能主义的思想渊源

早期社会学家的影响。 英国文化人类学功能学派的影响。

第二节　 帕森斯的理论学说

一、 社会行动理论

行动与行动单元。 对古典理论的综合。
二、 社会系统中的模式变量

行动系统与社会系统。 模式变量理论。
三、 结构功能分析

普遍功能要求：ＡＧＩＬ。 对社会所作的功能分析。 社会变迁思想。

第三节　 默顿对功能主义的发展

一、 对传统功能主义的批判

二、 功能分析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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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社会冲突理论

第一节　 米尔斯对社会的批判

一、 美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二、 关于权力的研究

第二节　 科塞的功能冲突论

一、 社会冲突的根源

二、 冲突的社会作用

外部冲突与内部冲突。 社会安全阀制度。 现实冲突与非现实

冲突。
三、 社会冲突的功能

第三节　 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

一、 两种社会模式

二、 辩证冲突论的基本概念

三、 辩证冲突论的主要理论命题

冲突团体形成的命题。 团体冲突形式的命题。 社会结构变迁的

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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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社会交换理论

第一节　 社会交换理论的思想渊源

一、 古典经济学中的交换思想

二、 人类学中的交换思想

三、 行为主义心理学

第二节　 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理论

一、 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

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概念有：行动、报酬、价值、情感、规范、代价

（费用）、资源、利润、公正性期待。
二、 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命题

成功命题。 刺激命题。 价值命题。 剥夺与满足命题。 攻击与赞同

命题。 理性命题。
三、 行为交换论对重要社会现象的解释

对群体整合的解释。 对权力的解释。 对地位分化的解释。
四、 霍曼斯的理论缺陷

心理还原主义。 经济人假设。 同义反复。

第三节　 布劳的结构主义交换理论

一、 布劳的理论目标

二、 社会交换的含义

三、 基本交换过程

吸引与竞争。 分化。 整合与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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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宏观交换观点

共享价值观。 制度化。

第九章　 符号互动理论

第一节　 符号互动论的理论渊源

一、 苏格兰伦理学家的影响

二、 詹姆斯对习惯、自我与社会我的研究

三、 鲍德温的自我发展三阶段论

四、 杜威的社会互动思想

第二节　 符号互动理论的早期代表人物及思想

一、 库利的“镜中我”思想

二、 托马斯的“情境定义”和“情境分析”思想

三、 乔治·米德的符号互动思想

第三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符号互动论

一、 布鲁默对符号互动论的总结和发展

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看社会。 符号互动论与结构功能论的区别。
对符号互动论的归纳。 “共同行动”概念。 符号互动论的方法论原则。

二、 戈夫曼对人际互动的研究

对社会机构内互动的研究。 对社会机构外互动的研究。
三、 标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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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２０ 世纪后期西方社会
学的发展选介

第一节　 新功能主义社会学

一、 新功能主义的基本特征

与传统功能主义的联系。 与传统功能主义的区别。
二、 新功能主义的基本观点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学方法论。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行动理论。 新功

能主义与社会结构理论。 新功能主义与社会过程理论。 新功能主义与

社会变迁理论。
三、 新功能主义的成就与局限

成就。 局限。

第二节　 科尔曼的理性行动理论

一、 理性行动理论的方法论倾向及其特点

一种不同于心理学和行为主义的个体方法论。 以“理性人”为出

发点。 “理性人”假设的主要含义。 为什么选择这一行为假设。 理性

行动理论的组成部分。
二、 理性行动理论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框架

基本行动的要素。 行动者之间的关系。 社会规范和社会资本。 基

本的分析框架。
三、 法人行动与现代社会结构

法人和法规的形成。 对法人组织的分析。 法人组织与现代社会。
四、 理性行动理论的贡献、局限与潜力

贡献。 局限与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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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一、 结构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反思性的行动“流”。 例行化的日常生活。 社会互动的各个维度。
系统、结构与制度。 时间与空间。 整合与变迁。

二、 吉登斯论现代性

资本主义社会的时空形成。 高度现代性的总体特征。 现代性制度

的多维分析。

第四节　 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一、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与反思社会学

关系论的思维方式。 反对二元论。 反思社会学。
二、 实践理论

实践的逻辑。 从规则到策略。 场域与惯习。 资本理论。
三、 语言与符号暴力

语言与权力。 符号权力。 教育：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 学术场域

与符号权力。 权力场域。

第五节　 贝克与风险社会理论

一、 风险社会理论

从阶级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 阶级社会与风险社会的风险性质

不同。 风险社会的治理机制。
二、 自反性现代化理论

两种现代化（性）的划分。 自反性现代化。 自反性现代化的后果。
三、 全球化与世界社会

全球主义与全球化、全球性的区分。 全球化的多维度性与矛盾性。
对全球化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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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国社会学的发展

第一节　 社会学的传入

一、 社会学传入中国的背景

二、 孔德系社会学的传入

三、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传入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社会学研究

一、 乡村建设学派

乡村建设学派产生的社会背景。 乡村建设学派的理论探索。 乡村建

设学派主持及影响下的社会改良实验。 乡村建设学派的局限与贡献。
二、 社区学派

社区学派代表人物对实地社区研究的倡导。 社区研究人才培养、
机构建设及其主要研究成果。 社区学派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

三、 综合学派

综合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 综合学派的集大成者———孙

本文的社会学探索。 综合学派在中国社会学史上的地位。
四、 马克思主义学派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社会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

社会结构的探讨。 马克思主义学派开展的社会问题研究与社会调查。

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学的取消、恢复与重建

一、 社会学被取消的过程与原因

社会学的取消。 社会学被取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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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 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基本背景。

第四节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 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地位将进一步提高

二、 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基本趋势

本土化趋势。 国际化趋势。 综合化趋势。 成熟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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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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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章　 社会心理学

第一节　 社会心理学的主要研究范式

一、 勒温传统所代表的研究范式

勒温传统的主要理论假设。 该范式的主要研究方法与课题。
二、 行为主义的研究范式

基本假设。 该范式的主要研究内容。
三、 精神分析的研究范式

弗洛伊德的研究。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
四、 符号互动的研究范式

符号互动论的代表人物、主要内容。

第二节　 社会态度与行为

一、 社会态度的含义及其特征

社会态度的含义。 社会态度最重要的特征。
二、 社会态度与社会行为的关系

社会态度与行为的关系。 勒温的观点。
三、 社会态度的形成与改变

模仿和服从→同化→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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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社会态度研究的范围及其意义

社会态度研究的范围。 研究社会态度的意义。

第三节　 人 际 关 系

一、 人际关系概述

人际关系概念。 人际关系划分。 人际关系形态。
二、 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马克思主义交往论、马克思主义需要论。 早期的人际关系思想与

理论、西方现代人际关系的基本理论。 儒家思想与理论、现代学者的人

际关系理论。

第二章　 人口社会学

第一节　 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基本理论

一、 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人口的生物属性，人口的社会属性，人口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二、 人口社会学的基本理论

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内容。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人口思想。

第二节　 生 育

一、 生育行为、生育文化和生育制度

生育行为、生育文化、生育制度。
二、 影响生育的各类因素

生理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宗教文化因素、政治因素、制
度和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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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死 亡

一、 死亡统计

１． 死亡人数统计

死亡人数统计的属地原则。 死亡人数统计的属人（或属籍）原则。
２． 死亡率

粗死亡率、年龄别死亡率、婴儿死亡率。
二、 生命表及其类型

生命表界定、生命表的类型、生命表的应用。
三、 影响死亡的各种因素

生理因素、自然因素、社会经济因素。

第四节　 迁 移

一、 人口迁移的定义与分类

人口迁移的界定、人口迁移分类的标准。
二、 人口迁移的统计指标

迁入率、迁出率、总迁移率、净迁移率。
三、 人口迁移分析

人口迁移分析的界定，迁移者网络理论，移民文化理论要点，迁移

动因的推拉理论，人口迁移过程理论。

第五节　 老龄化与人口发展

一、 人口老龄化的概念

人口老龄化，分析人口老龄化需要注意的内容。
二、 人口老龄化的状况

三、 人口老龄化引发的社会问题

四、 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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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劳动社会学

第一节　 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一、 研究对象

劳动社会学的界定。
二、 研究内容

劳动社会学的研究内容。
三、 研究视角

劳动社会学的制度分析、劳动社会学的结构分析、劳动社会学的过

程分析、劳动社会学的文化分析。

第二节　 劳动社会学的主要理论

一、 劳动社会学的经典理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劳动方面研究的理论要点，迪尔凯姆关于劳动分

工的基本观点。 韦伯对劳动社会学的贡献。
二、 现代劳动社会学理论

第三节　 劳动社会学与劳动问题

一、 失业问题

失业的类型，失业问题的危害，我国的失业问题。
二、 工资与社会收入分配问题

社会收入的内容，工资与社会收入的作用，最低收入问题，工资与

社会收入差距的研究方法。
三、 劳动关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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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关系，中国新出现的雇佣关系，劳动争议及其处理。
四、 劳动政策与劳动问题

政府在就业与劳动问题上的社会责任。
充分就业政策，公平就业政策，公平报酬政策，扶助弱者政策，我国

的就业政策，下岗职工生活保障和再就业政策。

第四章　 民族社会学

第一节　 民族与民族问题

一、 民族和族群

民族和族群的定义，族群理论有代表性的观点，民族与人种的

区别。
二、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

从自决到自治。 现代民族的形成，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及其相

关探讨。 跨越社会形态阶段的发展。

第二节　 族 群 意 识

一、 族群意识的界定及其特点

族群意识的界定，族群意识的特点。
二、 族群意识的产生

族群意识产生的客观条件，外在因素对族群意识的影响，对待其他

族群的态度，区分族群间差别的主要依据。
三、 族群识别

族群的识别与界定。 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 民族识别与民族

区域自治：民族识别的基本目的，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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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族 群 关 系

一、 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

衡量族群关系的主要变量。 人口迁移对本地族群关系的影响，居
住格局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族群意识与族群关系。

二、 现代化进程中的族群关系

现代化进程将会在哪些主要层面对族群关系产生影响？

第五章　 经济社会学

第一节　 经济社会学的学科与范围

一、 经济社会学的学科形成和发展

经济社会学学科发展的阶段。
二、 经济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经济社会学的界定，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第二节　 资本与生产过程

一、 资本

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
二、 劳动力

经济社会学关于工作匹配研究的主要内容，劳动力市场中关系的

作用。
三、 生产过程

生产的经济学解释，生产的社会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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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交换、分配与消费

一、 交换

经济学中的交换，社会学中的交换。
二、 分配

经济分配的形式。 政府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作为。
三、 消费

经济学的消费研究与社会学的消费研究的异同。

第四节　 企业与网络

一、 企业

经济学的企业研究与社会学的企业研究之间的异同。
二、 网络

网络的界定。 新经济社会学对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关系阐述的主

要内容。

第五节　 制度与经济变迁

一、 制度与制度环境

制度的界定。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二、 制度创新

经济社会学家关于制度创新的基本观点。
三、 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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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环境社会学

第一节　 环境问题与环境科学

一、 环境问题及其由来

环境的界定。 环境科学所研究的环境。 环境的分类。 环境问题的

类型。 中国的具体环境问题。
二、 环境科学

环境科学的产生。 环境科学的定义、研究对象和特点。

第二节　 环境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

一、 环境社会学产生的背景

环境社会学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科发展背景。
二、 环境社会学的发展阶段

环境社会学的初创时期，环境社会学的过渡时期， 环境社会学的

新发展。
三、 环境社会学的研究领域

环境学的环境社会学的具体特征。 社会学的环境社会学的具体特

征。 环境社会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四、 环境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第三节　 环境保护的若干社会学观点

一、 适度人口论

人口增长造成或加剧环境问题的作用机制表现。 现代“适度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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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的观点。
二、 代际平等论

代际平等论的原则。 代际平等论要考虑的中心。
三、 行为控制论

环境管理的核心内容。 中国的环境管理的界定。 中国环境管理的

基本原则和制度。
四、 意识改造论

环保意识的定义与内涵。 生态意识及其发展阶段。
五、 绿色消费论

绿色消费的主要内容。
六、 组织创新论

政府主导型环保战略的局限。 开放组织资源，进行组织创新的

意义。
七、 协调发展论

传统发展战略突出的共同特点。 协调发展战略的目标与内容。 中

国环境保护事业的战略方针。

第七章　 社 会 工 作

第一节　 社会工作概述

一、 社会工作的概念

社会工作的定义，社会工作的目标。
二、 社会工作的对象

广义和狭义的对象，自然和社会原因。
三、 社会工作的功能

社会工作的基本功能，社会工作的具体功能。
四、 社会工作与社会学

43



第二节　 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一、 社会工作的基本理论

基础理论，实务理论。
二、 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

社会个案工作、社会群体工作、社区工作、社会工作行政、社会工作

研究。

第三节　 社会工作实务

一、 社会工作实务的主要内容

二、 贫困问题与社会工作

贫困的定义及贫困分类，贫困问题的成因，社会工作者解决贫困的

脉络，社会工作方法在解决贫困问题中的应用。
三、 老年人社会工作

老龄化和老年人问题，老年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
四、 残疾人社会工作

残疾人的定义。 我国残疾人状况。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意义。
残疾人社会工作的主要内容：就业服务，康复服务，教育服务，生活

服务。

第八章　 社会项目评估

第一节　 什么是社会项目评估

一、 什么是社会项目

社会项目必须满足的四个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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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么是评估研究

评估研究的定义，社会项目的评估研究应该注意的条件。
三、 评估研究简史

第二节　 评估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 实施评估的基本条件

实施评估的四个基本条件。
二、 评估指标与测量

指标概念，测量概念。
三、 实验设计

实验设计的一般原理，实验设计和准实验设计中影响效度的主要

因素。
四、 定性研究

评估中定性研究的主要优势。

第三节　 评估研究的基本类型

一、 需求评估

什么是需求评估， 需求评估的步骤与方法。
二、 过程评估

什么是过程评估， 过程评估的主要内容和过程。
三、 影响评估

什么是影响评估，影响评估的特别干扰因素。
四、 效率评估

什么是效率评估，效率评估的基本方法。

第四节　 评估者的角色与研究伦理

一、 评估者与评估者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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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者的来源，评估者的角色。
二、 参与性评估

三、 评估者的基本伦理

《评估者守则》的基本原则。
四、 评估结果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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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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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章　 社会研究的科学基础

第一节　 科 学 研 究

一、 科学的概念

科学的定义。 科学研究。 科学知识。
二、 科学发展中的问题

当代科学面临的重大问题包括科学与文化的分离、科学方法的局

限性和社会制度的制约等。
三、 社会科学研究的特点

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异质性。 个人因素的影响。 社会现象的不确

定性。

第二节　 科学研究的逻辑和程序

一、 科学研究的逻辑

归纳与演绎逻辑。 归纳逻辑的局限。 演绎逻辑的局限。 假设检验

逻辑。
二、 科学研究的程序

科学的研究程序包括以下几个步骤：通过对理论的演绎提出研究

假设；操作化；经验观察； 通过归纳得出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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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研究的科学性

一、 社会规律的性质

社会规律的概念。 社会总体的统计规律。 社会制度约束的行为模

式。 社会特定时期的经验规则。
二、 解释与理解的方法

自然科学的客观解释。 社会研究中的主观意义。 投入理解的方

法。 社会研究中解释与理解的结合。
三、 价值与客观性问题

有关价值与客观性的争论。 价值与科学的真理性。 价值与科学的

功能性。

第四节　 社会研究的方法和方法论

一、 社会研究方法体系

社会研究方法论。 基本研究方法。 具体方法。
二、 方法论与研究范式

后实证主义。 阐释研究。 批判诠释理论。 后现代主义。

第二章　 社会研究的主要过程与内容

第一节　 社会研究的主要阶段

一、 准备与设计阶段

二、 资料收集阶段

三、 资料分析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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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确定研究课题和研究假设

一、 研究课题的设定

研究课题的设定包括廓清研究课题和论证研究课题。
二、 确定研究类型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社会学研究一般可分为应用研究和理论研

究，描述性研究、解释性研究和探索性研究，横剖研究与纵贯研究。
三、 提出研究假设

具体研究假设必须满足的条件。 提出研究假设的方式。 提出假设

的步骤。 假设的陈述：变量及其相互关系。

第三节　 研究的单位与研究内容的确定

一、 研究单位

研究单位定义及其重要性。 研究单位的层次。
二、 研究内容

研究内容的界定。 研究内容的形式。

第三章　 测 量

第一节　 测量的特征

有效测量必须满足的三个条件：准确性、完备性、互斥性。

第二节　 测量的尺度

一、 定类测量或名义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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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类测量可包括记号和类属两种。
二、 定序测量或次序测量

次序测量定义、基本特征以及次序测量的四种测量方法（等第顺

序法、配对比较法、恒常刺激法、连续性类别法）。
三、 定距测量或等距测量

四、 定比测量或比例测量

五、 测量尺度的选择

第三节　 概念的具体化和操作化

一、 概念的具体化过程

概念的形成。 概念的界定。 选择测量指标。 编制综合指标。
二、 操作定义

三、 测量指标

第四节　 信度的评估

一、 信度的定义

二、 信度检验方式

信度检验一般包括重复测量、对分测量、复本测量、主观评分法等

几种方式。
三、 影响信度的因素

第五节　 效度的评估

一、 效度定义

二、 效度计算

三、 效度检验方式

评价内涵效度。 确立效度标准。 测定结构效度。 内在效度与外在

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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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度与效度的关系

第四章　 抽 样

第一节　 抽 样 概 述

一、 抽样概念

二、 概率抽样与非概率抽样

三、 概率抽样的过程与原则

概率抽样一般包括界定总体、制定抽样框、决定抽样方案、实际抽

取样本和评估样本质量等几个基本的步骤。 同时还必须遵守抽样的目

的性原则、随机性原则和最佳抽样效果的原则。

第二节　 概率抽样的方法

一、 简单随机抽样

二、 系统抽样

三、 分层抽样

四、 整群抽样

五、 多阶段抽样

六、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ＰＰＳ 抽样）
概率与规模成比例抽样原理。 ＰＰＳ 抽样步骤。
七、 样本规模的确定

第三节　 非概率抽样的方法

一、 偶遇抽样

二、 主观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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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配额抽样

四、 滚雪球抽样

第五章　 定量研究方法

第一节　 问卷调查方法

一、 问卷设计

问卷的结构。 问卷设计过程。 题器及其形式。 问卷设计的基本

要求。
二、 问卷调查的组织与实施

人员安排。 数量和质量保证。

第二节　 量　 表　 法

一、 瑟斯顿量表

二、 利克特量表

第三节　 实验的方法

一、 实验法的原理和程序

实验法的基本原理。 实验设计。 影响实验设计效果的主要因素。
二、 实验的信度和效度

实验的信度。 实验的效度。

第四节　 二次数据分析

一、 二次数据分析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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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次数据的收集与分析

第六章　 定性研究方法

第一节　 定性研究方法概述

一、 定性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二、 定性研究方法的特点

定性研究方法与定量研究方法的比较。

第二节　 实地研究方法

一、 参与观察法

二、 实地观察过程

三、 实地观察的信度与效度

第三节　 访 谈 方 法

一、访谈方法的类型

结构式访谈。 无结构式访谈。 座谈会。
二、 深度访谈法

深度访谈的定义。 深度访谈的特点和类型。
三、 焦点群体访谈法

焦点群体访谈法的定义及其特点。
四、 个案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的目的和特点。 扩展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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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文献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的类型和特点

二、 口述史方法

口述史方法的定义。 口述史方法的特点。 口述史方法的操作。
三、内容分析方法

第五节　 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

一、 扎根理论的概念

扎根理论的定义。 扎根理论的研究步骤。
二、 扎根理论方法的技术与步骤

开放性编码。 轴向编码。 选择性编码。 过程分析。 撰写备忘录。

第七章　 资料的处理

第一节　 原始资料的审核

一、 定性资料的审核

实地观察记录的审核。 无结构式访谈记录的审核。 文字形式叙述

资料的审核。
二、 定量资料的审核

问卷调查资料的审核。 二次数据资料的审核。

第二节　 定性资料的整理

一、 资料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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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标准的类型。 分类的原则与功能。
二、 资料的汇编

第三节　 定量资料的整理

一、 问卷编码

编码的类型。 编码的过程与方法。
二、 数据录入

选择输入软件。 确立数据文件的格式。 数据输入。
三、 数据清理

人为误差的清理。 特殊数值的清理。

第八章　 单变量的统计描述

第一节　 描述频数分布

一、 指标描述

经常用来简化数据的指标描述包括：频数、比例、比率、对比值和累

加频数等。
二、 图形描述

经常用来简化数据的图形描述包括：圆形比例图、条形图、直方图

和折线图等。

第二节　 分布趋势测量

一、 集中趋势测量

常用的集中趋势测量指标包括：算数平均数、中位数和众

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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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离散趋势测量

常用的离散趋势测量指标包括：全距、平均差、标准差、方差、分位

数、四分位差和异众比率等。

第三节　 正态分布与标准值

一、 正态分布

二、 标准值（Ｚ 值）

第九章　 统 计 推 论

第一节　 抽样与统计推论

一、 抽样的意义与问题

二、 抽样分布与中心极限定理

第二节　 参 数 估 计

一、 区间估计

二、 决定样本的大小

第三节　 假 设 检 验

一、 假设检验的基本知识

二、 假设检验的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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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双变量分析

第一节　 列联表和相关测量

一、 交互分类与列联表

二、 用卡方进行显著性检验

三、 相关系数

消减误差比例（ＰＲＥ）的意义。 Ｐｈｉ 和克拉默 Ｖ 相关系数。 Ｌａｍｂｄａ
相关系数。

第二节　 简单线性回归与积距相关

一、 散点图和回归线

散点图。 回归线。
二、 简单线性回归方程式

三、 决定系数与相关

回归系数。 积矩相关系数。 决定系数。
四、 ｒ 和 ｂ 的显著性检验

ｂ 的检验。 ｒ 的检验。

第十一章　 撰写研究报告

第一节　 研究报告的类型与结构

一、 研究报告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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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性研究报告。 学术性研究报告。
二、 研究报告的结构

无论是应用性研究报告还是学术性研究报告，从形式上看，都包含

标题、导言、主体、结尾和参考文献等几部分。

第二节　 学术性研究报告的写作

一、 确认问题和文献评论

确认问题。 文献评论。
二、 方法介绍

研究设计的说明。 资料收集和分析的说明。 研究质量和局限性的

说明。
三、 结果与讨论

从问题过渡到结果。 用资料支持结果。 从理论的视角来讨论

结果。
四、 其他写作要点

写作风格。 引用与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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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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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大纲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人类学的学科体系

人类学包括以下四个分支学科：生物或体质人类学；语言人类学；
考古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民族学。

第二节　 认识论与方法论

一、 普同论

二、 文化相对主义

三、 适应论

四、 整体论

第三节　 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一、 田野工作

二、 跨文化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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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人类学的理论进程

第一节　 进　 化　 论

人类学进化论的要点

第二节　 传　 播　 论

一、 传播论

二、 社会决定论

三、 历史特殊论

四、 文化人格理论

第三节　 功　 能　 论

一、 文化功能论

二、 结构功能论

第三章　 人类学的理论进程（续）

第一节　 新进化论、结构主义与象征符号

一、 新进化论

二、 结构主义

三、 象征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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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结构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派与实践理论

一、 结构马克思主义

二、 政治经济学派

三、 实践理论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的重构

一、 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

二、 反思人类学与实验民族志

三、 人类学的重构

第四章　 体质人类学

第一节　 什么是体质人类学

一、 体质人类学的领域

二、 体质人类学的方法论与解释框架

第二节　 人类起源与进化

一、 生命起源与进化

物种，变异，选择。
二、 人类的起源与进化

能人，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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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生物性差异与人类政策实践

体质人类学的应用研究和政策实践

第五章　 田 野 工 作

第一节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

一、 主位与客位

二、 大传统与小传统

三、 小规模社会与大规模社会

第二节　 田野研究的类别选择

一、 问题研究

二、 过程研究

过程研究的含义。 过程研究的类型：回访调研，反复性定点或多点

调研。

第三节　 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

一、 确定研究性质

二、 确定研究对象

三、 田野伦理

对研究对象的责任，对研究资助者的责任，学术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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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田野调查方法

一、 参与观察法

二、 访谈法

三、 抽样法

四、 谱系法

五、 个人生活史

第五节　 田野资料与整理

一、 田野资料

二、 田野成果形式

三、 田野资料的整理原则

取舍原则，关系原则，妥善保存。

第六章　 生计方式与文化

第一节　 生 计 方 式

一、 游猎和采集

二、 游耕

三、 游牧

四、 精耕农业

第二节　 生态人类学的理论

一、 斯图尔德的社会文化整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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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游耕的人类学解说

三、 东非家畜联合体

四、 小农经济理论

第七章　 考古与文化

第一节　 考 古 文 化

一、 什么是考古学

二、 考古的人类学研究

考古的人类学研究。

第二节　 博物及其研究

一、 博物

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
二、 研究方法

三、 人类学的博物研究

第八章　 语言与文化

第一节　 语言与言语

一、 语言与言语

二、 结构语言学

三、 结构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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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语境

第二节　 语言的社会文化关联

一、 语言与社会

二、 语言与认知

三、 语言与文化

第三节　 交际民族志

一、 话语分析

二、 语境化提示

三、 话语 ／交际民族志

四、 跨文化交际研究

五、 非语言交际

第九章　 婚姻、家庭和亲属制度

第一节　 婚姻与家庭

一、 婚姻与权利

常见婚姻规则，交表婚，平表婚。
二、 婚姻的交换意义

聘礼，嫁妆。
三、 家庭及其分类

核心家庭，主干家庭，扩大家庭，组合（联合）家庭。
四、 单偶和多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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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亲 属 称 谓

一、 亲属关系是文化创造

二、 亲属称谓制类别

三、 亲属称谓与态度

四、 继嗣和继嗣群

五、 亲属称谓制与继嗣群

六、 居处模式类别

第十章　 文 化 适 应

第一节　 人　 　 格

人格，基本人格结构。

第二节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

一、 濡化

二、 社会化

三、 涵化

涵化现象的常见模式。

第三节　 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

一、 文化中断

二、 文化适应

自我与文化适应。 自我与他人。 文化、自我与情境。 交叉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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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应。 群体的文化适应。 变迁与适应。

第十一章　 族 群 研 究

第一节　 族群与族性

一、 族群

二、 族群的特质

三、 族性

第二节　 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一、 族群认同

二、 族性理论

原生论，场景论。
三、 族群关系

族群关系的类型。

第三节　 社 会 分 层

一、 分层标准

二、 社会分层类型

平权社会，等级社会，分层社会。
三、 社会分层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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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人类政治制度与社会控制

第一节　 政 治 制 度

一、 权力与权威

二、 政府与政治

三、 政治组织类型

队群，部落，酋邦，国家体系。

第二节　 社 会 控 制

一、 社会规范

二、 控制机制

三、 非正式的社会控制

四、 正式的社会控制

中介，模拟法庭，誓言和神判。
五、 成文法与习惯法

六、 政治人类学的研究特点

研究取向，研究范式。

第十三章　 宗教人类学

第一节　 宗教的类型与特征

一、 宗教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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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总体类型：制度化宗教、普化宗教。
二、 理论研究途径

心理学途径，功能主义途径，象征主义途径。
三、 超自然存在的类别

主神，祖灵，非人精灵。
四、 信仰维系的适应策略

五、 宗教中介和宗教师

祭司，萨满。

第二节　 仪式与巫术

一、 什么是仪式

二、 仪式过程及其解释

生命仪式，强化仪式。
三、 巫术与宗教

第三节　 社会中的宗教

一、 宗教与生态

二、 宗教与科学

三、 宗教与社会控制

四、 宗教与社会变迁

本土主义运动，船货崇拜，宗教混合主义，千禧年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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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历史人类学

第一节　 人类学与历史学

一、 学科比较

二、 意义的历史

第二节　 人类学看历史

一、 文化的观察

二、 整体性研究

三、 变迁的关注点

第十五章　 文 化 展 示

第一节　 文 化 撰 写

一、 文化撰写的三种模式

“传送带”———现实主义民族志，“深描”———解释人类学民族志，
“多声道”———后现代主义民族志。

二、 文化撰写的建设性认识

第二节　 影视人类学

一、 什么是影视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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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族志电影的实践特点

开山作品，文字与影视合璧报告，解说电影，观察电影，分享的人

类学

三、 拍摄原则及其实践

恪守人类学宗旨的影片因素。

第三节　 艺 术 解 读

一、 艺术与文化表现

二、 艺术的形式与内容

艺术是什么，作为过程的艺术，作为功能的艺术，结构主义的艺术。
三、 艺术的意义

批评式的艺术人类学，文化的提喻性表现。

第十六章　 应用人类学

第一节　 应用人类学的历程及其范围

一、 应用人类学的历程

殖民地管理，交战国文化的应用，发展与变迁的项目。
二、 人类学的应用范围

第二节　 应用模式与价值取向

一、 应用模式

行政管理模式，倡导—行动模式。
二、 应用人类学的价值取向

价值中立，价值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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