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
“
社会学概论 ”教学经验交流会

综 述

全国 “
社会学概论

”
教学经验交流会是受国家教委委托

,

由北京大学社会学 系 主 持 于

1 9 8 8年 3 月 2 7日一 30 日在北京大学召开
。

来 自南开大学
、

山东大学
、

中山大学
、

中国人民大

学
、

南京大学
、

北京大学等 24 所高校的 38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

交流
“

社会学概论
”

课开设 7 年来所取得的经验
,

找出存在的问题
,

论证今后努力 的方 向
。

在 3 月 27 日上午的开幕式上
,

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夏 自强同志首先讲话
.

,

他充分肯定

了社会学恢复 9 年来
,

社会学工作者所作的努力和业已取得的丰硕成果
。

接着他又谈了文科

教改的形势
、

教委今年的中心工作以及对
“
社会学概论

”
课的看法等问题

。

费孝通教授在会议期间会见了与会代表并作了长篇发言
。

费老在发言中指出
:

社会学的

理论和实践要紧密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
。

中国社会正处于进一步改革和开放的新时期
,

这给

我们社会学提供了无限发展的前景
。

他勉励大家要学好社会研究的方法
,

在社会学的未来发

展中多做贡献
。

他还就部分同志提出的问题
,

发表了他对
“
社会学概论

”
教材的编写和社会

学系毕业生分配的看法
。

在充分交流和热烈讨论的基础上
,

与会代表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

对一时还

难 以达到统一的问题
,

也找出了分歧之所在
。

现就几个主要问题分述如下
:

一
、

与会代表一致认为
:

通过 “ 社会学概论
”
课 的教学活动

,

社会学已得到社会的普遍

认可
、

重视和接受
。

北大代表韩明漠教授在大会发言中回顾了北大社会学系
“

社会学概论
”
课的讲授情况

,

他

说
:

..J 匕大 19 8 1年起开设
“
社会学概论

”
课程

,

先是作为社会学系的专业基础课 ; 自 19 8 3年

以来
,

又同时作为综合性大学全校性选修的公共基础课
。

连续 5 年来
,

系内系外
,

修习这门

课程的学生约为 3 0 0 0人
。

与此同时
,

’

校外 30 多个单位聘请北大社会学系教师前去讲授此课
,

听讲人数达 8 0 0 0人次之多
。

南开大学代表曹静副教授说
: “

南大 自 19 8 3年开设概论课以来
,

授课对象不断扩大
。

现

在
,

不仅社会学系开设此课
,

政教系
、

法律系
、

中文系等都先后开设了这门课
,

夜大学
、

千

部管理学院
、

党校系统也都在开设这门课
。 ”

北师大代表宣兆凯说
: “ 北师大自1 9 8 2年开始在哲学系开设了社会学选修课之后

,

全校

文
、

理科也都开设了这门选修课
;
除了在本科生中开设社会学这门课程以外

,

北师大及职业

技术师范学院在中学
、

中等技术学校政治教师进修班上
,

也开设了这门课程
,

学员们普遍认

为社会学应成为中学 ( 中技 ) 教师的必修课
。 ”

代表们认为
: “ 社会学概论

”
课程几年来的教学实践说明

,

它不仅作为社会学系的一门

专业基础课和综合大学的公共选修课在高等学校中已占有一席之地
,

而且在其他各类大学及

各种高等成人院校
,

作为一门新知识
、

新学科也在广为传播
,

已经得到社会
、

各级党政领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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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高等学校 ( 包括工业院校 ) 的认可
、

重视和接受
。

二
、

由费孝通教授主编 的 《社会学概论》 (试讲本 ) 儿年来一直是社会学概论教学的主

要教科书 (现已印刷 5 次
,

销售 20 万册 )
,

但在此基础上每个授课教师又都有 自己的补充教材
。

夏 自强同志说
:

我国的社会学不仅是恢复
,

而且更是重建
。

我们的 《概论》 (试讲本 )

是在没有现存模式可依的情况下
,

由几所院校十余位教师集体编写而成 的
。

但 《概论》 (试

讲本 ) 一经编成
,

对其他概论书的编写无疑具有
“
模本

”
作用

。

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雷洪

说
: “

自19 8 4年 《概论》 (试讲本 ) 出版至今
,

国内已出版的属于社会学概论性质的书籍共

计有 13 本
。 ” 韩明漠教授指 出

,

这十几本教科书
,

从其内容看
,

没有超 出
“ 天津本

” 的范围
。

但每个教员都有 自己的补充教材
。

出现补充教材有两方面的原因
:

一是大家在讲课的实践中

发现了试讲本的不足 , 二是根据授课对象的不 同
,

而使试讲本的内容有所变动
。

他从四个方

面说明了补充教材的来源
。

三
、

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体系
。

代表们比较 一致的意见是
:

社会学概论无论作为一门课程还是一本教材
,

都应该有一套

理论体系
。

但对于理论体系
,

可以作不 同的理解
。

北大提 出要区分两种不同的体系
,

得到了

与会代表的普遍赞同
。

这两种体系一种是社会学概论应该有一套从头到尾
,

完整一贯的学说

系统
, 一种是社会学概论在讲授时应该有一个逻辑的理论框架

。

关于是否要建立统一的
“
概

论
”
体系问题

,

是大家普遍争论的问题之一
,

集大家之言
,

大致可以概括为 以下儿点
:

1
。

建立大家公认的统一的
“
概论

”
体系是困难的

。

这是因为
:

① 从社会学发展的历史看
,

从西方社会学发展的现状看
,

社会学理论 日趋分化
。

流派

越来越多
,

没有统一的趋势
。

·

② 从国内现 已出版的十几本教材看
,

每个版本的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
,

强求统一既困

难又无必要
。

③ 教学对象的多层次也要求
“
概论

”
的讲授要多层次

、

多样化
。

许多代表认为公共课

的
“
概论

”
与作为专业课的

“
概论

” 重点就应有所不同
。

对本科生和成人教育讲课重点也应

有所侧重
。

④ 社会学概论是对社会发展现实的概括反映
,

也是社会学研究的总结
。

我国社会正处

于进一步改革时期
,

各种社会现实正处于急剧变化的过程之中
,

远没有达到明朗和稳定的程

度
。

而当前我国社会学的研究因之也远没有上升到理论的层次
,

在这种情况下
,

要建立大家

公认的统一的
“
概论

”
思想体系的时机似乎还没有成熟

。

2
.

建立大致统一的
“
概论

”
结构体系又是必要的

。

尽管建立社会学概论 自身 的思想体系是困难的
,

但按照一定的逻辑结构
,

使 《概论》 课

的讲授有其大致统一的结构体系
,

又是必要的
。

这是因为
:

① 求得
“
概论

”
结构体系的大致统一

,

在教学中比较容易为中国学生所接受
。

② “
概论

”
体系的大致统一

,

有利于社会学界内部的学术交流
,

有利于社会学这门学

科的积累和发展
。

③ 全国研究生考试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
,

学生复习时需要有一个相对统一的大

纲
。

3
. “

概论
”
讲授体系要达到大致统一的原则和途径

。

多数代表认为
,

为使
“
概论

”
讲

择体系有个大致的统一
,

应遵循以下原则
:

根据学生的层次不同
,

讲课的重点和深度可以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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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

但教材的基本内容相同
;
各章节的顺序和组合可以不同

,

但教材的基本概念 和 术 语 相

通
。

对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不必强求一致
,

但应有一条贯彻始终的主线
。

通过讨论
,

大家认

为
,

达到 “
概论

”
讲授体系上的统一需要一个过程

,

从 目前社会学概论的讲授情况看
,

距这

种统一还有一段路程
。

当务之急
,

首先要在概念
、

范畴和术语
_

!立达到统一
。

对从国外引进的

术语应注明原文
。

此外
,

也有人提出要建立社会学理论本身的体系
,

并认为这是提高社会学理论层次 的重

要内容
。

四
、

关于社会学概论 的基本内容
。

从国内出版的社会学概论的教材看
,

包含的内容广泛且不尽相 同
。

各种版本总合起来共

达 36 章
,

其中包括
:

①社会学的历史 ; ②社会学的方法 ; ③社会 ; ④社会化 ; ⑤ 社 会 群体 ;

⑥社会组织 ; ⑦社会文化 ; ⑧社会分层 ; ⑨社会流动 ; L社会互动 ; L集体行动 ; L社会运

动 ; L社会控制和越轨 ; L社会变迁 ; L社 区 ; L世代交替 , O 社会现代化 ; L社会制度 ;

L社会地位 ; L社会规范 ;
@ 社会结构

;
@ 社会问题

, L社会管理 ;
@家庭

, L个人与个人

主义 , L社会行为 ; L社会运行 , L社会保障 ; L社会关系 , L社会工作 ;
@ 社 会 需要 ,

O科学技术
, L社会计划 ;

@ 社会预测 ; L社会心理 ; L社会对象
。

以上内容大致可 以分为三类
:

1
。

一般教科书都必须讲的
,

如社会互动
、

社会制度等 ; 2
。

讲不讲尚存争议 的
,

如社

会需要
、

个人与个人主义等
; 3

.

可以合并的
,

如社会行为
、

交往
、

互动可以合并
。

通过合并归类
,

大家一致认为
: “ 社会学概论

”
的内容应缩减到 16

、

17 章左右
。

关于 17

章的具体内容
,

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

但与会代表认为
,

选入基本内容的章节
,

需满足下列条件
:

① 须是大家都讲的
、

社会学中最必需的理论
;

② 每章内容所引用的材料要尽可能适用中国的实际情况
,

不能总是照搬西方
。

③ 《概论 》 的内容要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情况
。

如
:

社会保障间题
,

其重要

性随我国的改革开放而 日益突出
,

应专门列为一章
。

五
、

社会学概论 中的几个理论难点
。

韩明漠教授提出 《概论》 教学中存在十大难点
:

①社会学研究 的对象 , ②社会学与历史

唯物主义的关系
, ③文化与社会的关系 ; ④交往与互动的关系 ; ⑤社会化与个性 的 辩 证 关

系 ; ⑥关于初级群体 的衰落问题 ; ⑦关于阶级
、

阶层以及我国当前 的阶级
、

阶层问题
; ⑧关

于青年与青少年犯罪问题
; ⑨中国社会现代化

、

城市化等问题
, L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

理论与社会学理论的关系问题
。

在这十大间题中
,

其中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间题
、

社会学与历

史唯物主义的关系问题
、

社会分层问题
、

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问题引起了大家的普遍关注和

浓厚兴趣
。

1
.

关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

,’ 社会学 以社会为其研究对象
” 这是代表们较为一致的意

见
;
但从社会的哪一侧面

,

哪一角度去研究
,

则观点不一
。

有人提出从 “ 社会关系
” 入手进

行研究
; 有人提 出着眼点应是

“
群体

” ,

也有人提出是
“
社会行为

”
等等

。

2
.

关于社会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
。

代表们一致认为
,

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难点
。

对

此间题
,

有三种不同的看法
:

①受苏联三个层次论的影响
,

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抽象层次上

的社会学
, ②受西方社会学的影响

,

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会学各流派中的一个流

派
, ③社会学就是社会学

,

不是马克思主义
,

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
,

我们应 自觉地以历史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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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主义为指导思想
,

但不能把历史唯物主义等同或由其他代替社会学
。

大多数代表同意第兰

种看法
。

3
.

关于社会分层
。

华中师大吴方桐认为分层有三种情况
:

①按阶级划分的
“

阶级分层
” ;

②按人的自然属性划分的
“
自然分层

” ; ③按人 的一般社会属性划分的 “ 一般分层
” 。

阶级

分层是其核心
。

北京大学宋凤祥按照不同层次的人有不同的要求
,

认为中国当前可以分为五

个层次
:

工人
、

农民
、

干部
、

知识分子
、

个体户
。

关于社会分层的性质和 目的存有不同的看法
:

,

一种认为
,

社会分层的目的是要找出各个

阶层的共同点
,

调节各个阶层之间的关 系
, 一种认为

,

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不 平 等
。

收

入
、

声望
、

权力通常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
,

但这些指标反映的都是社会中的不平等
, 一种

认为
,

社会分层没有高低之分
,

只有某种意义上的区别
。

如苏联教科书中
“ C m p e

~
e ,

tS -

m c t ur
e ”
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分层

。

4
.

关于社会制度和社会体制问题
,

大家感到这一章在概论中非常重要
,

但苦于无太多

的具体内容
。

一个制度一个制度地讲
,

无此必要
,

只讲结构
、

原则
,

又显得空洞
。

结合我国

当前体制改革
,

现在还有许多情况不明确
,

理论上也难于进行深入地分析
,

所 以这一章是一

个尚未能很好讲解的难点
。

根据这次大会收到的材料和与会代表的交流所得
,

按照国家教委的要求
,

北京大学社会

学系将草拟一份 《社会学概论 》 教学大纲
,

送交业已成立了社会学系
、

社会学专业的高校研

究讨论通过后
,

由国家教委发给有关高校参考应用
。

(张 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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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少年犯罪学》 一书问世

《中国青少年犯罪学》 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
“ 六

·

五
”
规划重点研究项 目

,

是

集青少年犯罪研究之大成
,

由我国法学界知名教授
、

学者
、

专家
,

结合教学
、

科

研
、

实际工作
,

调查研究
,

博采众家之长
,

综合各方面的研究成果
,

积时 3 年之久

完成的
。

是我国第一部具有较高学科水平 的青少年犯罪学专著
,

在理论上填补了我

国这门学科的空白
。

全书分 9 篇 31 章
,

48 万字
。

它比较深刻地论述了我国青少年犯

罪的现状
、

特点
、

原因
、

变化
、

规律
、

发展趋势
、

预防
、

综合治理
、

青少年司法
、

青少年犯罪与精神医学等理论和对策
。

本书在两方面有所突破
:

一是第一次提出犯

罪原因的多层次多种消极因素综合论
。

二是比较全面系统地概括了我国对犯罪进行

综合治理的实际经验
,

使其更加理论化和科学化
。

《中国青少年犯罪学》 不仅有科学性而且有较强的应用性
。

它为党和政府有关

部门确定预防和综合治理犯罪
、

改造罪犯对策提供了咨询和建议 , 为大专院校师生

提供了教材
,

为公
、

检
、

法
、

司部门的工作者
、

党政千部
,

工会
、

共青团
、

妇联干

部和宣传
、

教育工作者提供 了理论武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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