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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社会》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及教师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中/英文） 
当代中国社会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课程编号  学分 2 

课程性质 专业选修课 授课对象 本科生 

先修课程要求  

任课 
教师 
信息 

姓名 宋学勤 职称 副教授 

办公时间及地点    周一至周五，人文楼 826 

办公电话、邮箱地址 010-62511265 

助教 
信息 

姓名 

助教办公（答疑或辅导）时间 

邮箱地址 

课程教
学目标 

这门课的研究内容实为 1949 年以来的社会变迁，应称为当代社会史。当代社
会史是党史、国史研究中一个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方向，有着巨大的研究
空间，是一个新的学科生长点。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既代表了当代中
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学人的“总体史”诉求，同时又为深化党史、国史研究
指明了方向，即拓展研究领域，填补党史、国史研究中的盲点，提供一个较为
宽阔和相对全面的画面，这个画面的构成既有政治的、经济的层面，亦有文化
的、社会的层面。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党史、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
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开展
当代社会史研究正当其时。因为从中外史学研究的运行轨迹考察，大体上总是
政治史先行，经济史和文化史接踵而至，社会史最后登场。当代中国史研究已
走过 30 年历程，当代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的研究都已取得一定丰硕成果，
形成三分天下的“单调格局”。而当代中国史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化，有待社
会史研究的最后登场。另外，现实性是一切史学的基本品格，而现实社会的发
展也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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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现代化建设目标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转向包括社
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强调新世纪新阶段要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
加突出的地位，而加大力度研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四位一体总体布局中
社会建设相对应的当代社会史，不仅必须，而且也正是社会史研究中题中应有
之义。 

课程 
简介 

社会史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和“总体史”的旨趣，关注普通人的社会生
活，这是以往学生在学习中不曾强调的内容。这就要求在这门课程开设之初，
教师要把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流派和研究成果向学生进行系统的讲授，
使学生对这门新课构建起较完整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因此，本课程在介绍社会
史研究基本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以社会生活、社会结构问题、社会问题三大
板块内容的研究为中心，引导学生在社会效益的意义上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中
国共产党与新政权引导社会建设方面所进行的各种探索与经验教训， 从而启
发学生步入当代社会史的研究领域。 

考核 
方式 

平时考核（40 %） 
注：占总成绩的

40-70% 

考核类型 课程作业 课堂表现 期中考试 

占平时考
核比例 

20 20 60 

期末考核（60 %） 闭卷考试 

学习 

要求 

提倡参与式教学和启发式教学，加强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广泛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利用网络资源与多媒体技术，建立现代
双向教学平台。首先，改变过去“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增加课堂提问
及讨论的时间。每学期至少要搞 2－3次课堂讨论，每次讨论前两周确定一个
讨论的主题，教师先开列需要查阅的参考书目，让学生充分准备，然后再组织
课堂讨论。其次，在使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和理论的同时，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写作技能的训练，期中考试要求学生撰写小型学术论文。
对于学生所写论文，教师切实给予指导，并写出详细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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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进度及基本内容 

教 
学 
进 
度 
安 
排 

教学周 章节名称 讲授内容及掌握程度 
研究性学习要求 

学习内容 
学习时间
（小时） 

第 1周 
第一章第一节
导论（一） 

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熟悉 
 

 
课前阅读 

 
2 

第 2 周 
第一章第二节
导论（二） 

当代中国社会概论 
熟悉 
 

 
课前阅读 

 
2 

第 3 周 
第二章第一节
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一） 

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4 周 
第二章第二节
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二） 

农村社会结构变迁研
究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5 周 
第二章第三节
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三） 

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研
究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6 周 
第二章第四节
当代中国社会
结构（四） 

社会结构的现代化趋
向 

 

课前阅读 

 

2 

第 7 周 
第三章第一节
社会生活（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婚姻
家庭建设的变迁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8 周 
第三章第二节
社会生活（二） 

新中国人口发展态势
与政策回应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9 周 
第三章第三节
社会生活（三） 

新中国前 30 年社会生
活变迁的总体分析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0 周 

第三章第四节
社会生活（四）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生
活的变迁 
熟练掌握 
 

课 
前阅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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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周 

第四章第一节
社会问题（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
会转型与转型期的社
会问题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2 周 
第四章第二节
社会问题（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病态
生活的治理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3 周 
第四章第三节 
社会问题（三）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失
业与救济安置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4 周 
第四章第四节
社会问题（四） 

改革开放初期的失业
人员问题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5 周 
第四章第五节
社会问题（五） 

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
犯罪问题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6 周 
第四章第六节 
社会问题（六） 

当代中国的贫困问题 
熟练掌握 

 
课前阅读 

 
2 

第 17 周 
 
 结语 

方兴未艾的当代社会
史研究 
 了解 

 
课前阅读 

 
2 

注：1.掌握程度指学生应掌握教师讲授内容的程度，分为“熟练掌握、熟悉、了解”等； 
2.学习内容包括课前阅读、课程作业、课后复习、文献综述、课下实验、课程论文等； 
3.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进度及基本内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小幅度调整。 

 
三、推荐教材及阅读文献（包括按章节提供必读文献和参考文献） 

费孝通：《江村农民生活及其变迁》，敦煌出版社，1997 年版。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林耀华：《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三联出版社 1989年版。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三联出版社 2000年版。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三联书店，1996年。 

赵世瑜：《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三联书店，2006年版 

郭圣莉：《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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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2006年版。 

王威海：《中国户籍制度 历史与政治的分析》，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 

陆益龙：《超越户口 解读中国户籍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陆益龙：《户籍制度 控制与社会差别》， 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王利华:《中国历史上的环境与社会》，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小田:《江南场景 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德) 于尔根·科卡著 景德祥译， 科卡, J. (Kocka, Jurgen) 著：《社会史理论与实践》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曹文柱, 赵世瑜, 李少兵:《乾坤众生 阅读中国·社会史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行龙, 杨念群主编，《区域社会史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乡村变迁与农民记忆： 山东老区莒南县土地改革研究(1941-1951)》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版。 

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个中国村庄的互惠与社会网络》，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社会 科学 文

献出版社，2005 年版。 

杨美惠：《礼物、人情与宴席：中国人社会关系的艺术》，赵旭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彭 卫:《另一个世界：中国历史上的变态行为考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严耕望:《怎样学历史------严耕望的治史三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唐军：《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族的生长历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冯尔康：《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吴毅：《村治变迁中权威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 

陈吉元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陆学艺：《联产承包责任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陆学艺主编：《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对大寨、刘庄、华西等 13个村庄的实证研究》，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 

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中央编译局出版社，1996年版。 

秦晖：《农民中国：历史反思与现实选择》，河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秦晖：《耕耘者言——一个农民学研究者的心路》，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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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汉昌、刘一皋：《中国当代农民文化——“百村”调查纪实》，中原农民出版社，1992年版。 

曹锦清、张乐天、陈中亚：《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王春光：《社会流动和社会重构——京城“浙江村”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张仁寿、李红：《温州模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杜润生：《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三联书店， 1997年版。 

王铭铭:（英）王斯福：《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王晓毅：《血缘与地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1998年版。 

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傅上伦等：《告别饥饿——一部尘封十八年的书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陈桂棣、春桃：《当代中国农民调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关于一个村庄的社会学叙事》，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 年。 

曹正汉：《信念、效率与制度变迁——广东省中山市崖口村公社制度研究（1980～1999）》，中国 经

济出版社，2002 年版。 

田锡全：《革命与乡村：国家、省、县与粮食统购统销制度（1953～1957）》，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6 年版。 

黄荣华：《革命与乡村：农村地权研究（1949～1983）——以湖北省新洲县为个案》，上海社会科

学出版社，2006 年版。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版。 

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年版。 

侯永禄著：《农民日记：一个农民的生存实录》，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版。 

韩敏著：《回应革命与改革：皖北李村的社会变迁与延续》，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 

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 1、2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 3、4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05、2006年版；第 5辑，福建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 杨远婴译 《疯癫与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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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米歇尔·福柯著，谢强  马月译 《知识考古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美）柯文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版。 

（美）柯文著，杜继东译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版。 

（苏）波·尼·米罗诺夫著，王清和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华夏出版社，1988版。 

（苏）B·H·米罗诺夫著，《历史学家和数学---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华夏出版社，1990版。 

（英）罗德里克·弗拉德著，王小宽译，《计量史学方法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版。 

（英）柯林武德著，何兆武  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1997版。 

（英）彼得·伯克著 姚朋  周玉鹏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版。 

（英）彼得·伯克著 刘永华译 《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版。 

（美）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美）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法）布洛赫：《法国农村史》，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法）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年版。 

（美）罗吉斯,伯德格著：《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 

（美）黄宗智（Huang, Philip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 

（美）黄宗智（Huang, Philip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美）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美）马若孟：《中国农民经济：河北和山东农业发展 1890－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美）黄树民：《林村的故事——1949 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三联出版社，2002 年版。 

（美）彭尼·凯恩：《1959～1961 中国的大饥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加）Y·柯鲁克，D·柯鲁克：《十里店 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北京出版社 ，1982年版。 

（美）韩丁：《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北京出版社 ，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