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与人类学大纲

社会学部分

第一章 导言

建构社会学理论

定义社会学理论

建构社会学理论：更接近事实的观点

第二章 古典大理论

涂尔干：从机械连带到有机连带

马克思：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

韦伯：社会的理性化

齐美尔：文化悲剧日益增长

凡伯伦：商业逐渐控制工业

第三章 古典日常生活理论

社会行动

交际

社会行为理论

符号互动理论

行动理论

生活世界

第四章 当代理论对社会世界的描述

结构功能理论

冲突理论

一般系统理论

女性主义对宏观社会社会秩序的描述

第五章 当代大理论

新马克思理论：文化工业的兴起、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

微观—宏观分析：文明化的历程

分析现代性：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分析现代性：难以驾驭的现代性庞然大物以及风险社会

第六章 当代日常生活理论

剧场理论（及符号互动论的其他方面）：戈夫曼的理论

俗民方法论及对话分析交换理论

理性选择理论

女性主义以及微观社会秩序

第七章 当代整合性理论

更具整合性的交换理论



结构化理论

文化和能动性

惯习和场域

整合性的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

第八章 当代的女性主义理论

基本的理论性问题

当代的女性主义

第九章 后现代大理论

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

渐增的治理性（及其他大理论）

后现代作为现代世界的新时代

消费社会的兴起、符号交换的丧失以及拟像的增加

消费社会和新的消费工具

速度学

女性主义和后现代社会学理论

人类学部分

第一章 人类学要义

何为人类学

人类学的领域

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

第二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

进化论

传播与社会、文化

功能论

第三章 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续）

自然、结构与符号

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理论

后现代主义与人类学的重构

第四章 人类体质的属性

什么是体质人类学？

生命起源与人类进化

人体差异与人类文化

第五章 考古与博物

考古学、考古史和考古人类学

博物的研究



第六章 田野研究的特征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

田野研究的类别选择

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

第七章 田野调查方法

进入田野工作地点

田野调查方法举要

田野资料与整理

第八章 沟通的意义

理解语言

语言的社会文化关联

交际民族志

第九章 游猎、游耕与游牧

游猎

游耕

游牧

第十章 乡村与城市

精耕农业与乡村人类学

城市社会

第十一章 婚姻、家庭与亲属制度

性别与社会性别

婚姻与家庭

第十二章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

人性与人格

濡化、社会化与涵化

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

第十三章 族性与社会分层

族群与族性

族群认同与族群关系

社会分层

第十四章 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

政治组织

社会控制

第十五章 宗教与仪式

人类学视野下的宗教



仪式与巫术

社会中的宗教

第十六章 文化展示

人类学与口述

文化撰写

影视人类学

艺术解读

第十七章 人类学的应用

人类学的应用历程

人类学应用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