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1228 课堂记录 
 教师点评：我们的专业是否都要加上“农村”“农业”？提出反对意见的人认为 1.方向

太窄，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意义 2.不好就业 真正的创业者往往并不是该专业的。 
 叶舟舟本篇文章比较清楚，之论述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满足社会需求的合作社发展

的关系，这篇文章的中心论据是马斯洛的需求层次。叶舟舟论证步骤：首先定义了社员的需

求，合作社的起源（在世界上首次诞生和中国的发展）--证明了社员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

合作社没有满足 50-70 年代的需求，中央政策和需求不符；未来要如何满足社员需求，引用

了西班牙蒙德拉贡的合作社的成功。 
 合作社因需求而生--推论--合作社因满足需求而发展--马斯洛需求理论，例证是中国五十

年代合作社发展实例，蒙德拉贡成功原因。合作社失败因未能满足社员需求。 
 两个习惯的的养成：有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就不急其他，专心地论证该观点。不管别人有

没有说过，自己先把它想清楚。分析要有层次，找到分析的路径。为什么可以把我们的写作

与高级的写作做对比？参照《论证是一门学问》《研究是一门艺术》。 
 
付饶：这一篇写了很多问题，在读书的时候没有明白的问题。不管是在土改还是合作社方面

要建立一个科学的划分标准，一直比较好奇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标准划分的，但是文章中没有

写清楚。土地的质量和作物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产量，那么按股分粮怎么实现，有什么制度。 
中国在其他方面那么落后，但是在呼吁男女平等方面这么积极？为什么会这样？会不会因为

在当时想要通过男女平等来进一步剥削女性的劳动力？ 
 三种合作社紧密相关，相互促进发展。浙江省合作社提出要搞“生产”“供销”“信用”

三位一体，由习近平提出，根据过去的合作体系的经验来提出这个想法， 倡导今天把这些

功能联合起来。农业经营体制改革和供销社改革结合起来，要把新型经营体制的建设和农村

经营体制的建设结合起来。 
 读出问题就是很大的收获，对于记笔记的同学在读更细致的档案时就能提高敏感性，产

生进一步的疑问；另外就是在读理论的时候，无意当中可能与脑中一直存在的问题相互联系

在一起，因而得以继续思考。要么就是消除了以往的疑问，想清楚了逻辑，要么就是进一步

地完善问题。 
 叶舟舟和付饶相比较，叶舟舟比较追求逻辑的梳理，付饶比较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提出。

在具体问题的不断提出，积累整理之后会聚焦到重要的问题。 
 《社会学的想象力》天才作者给美国留下了很宝贵的财富，研究了权力精英的阶层分析。

怎么在生活中积累想法，怎么记研究笔记，随时记生活中的所思所想，之后再归类形成自己

的理论领域。只有经过关注，积累之后才能形成自己的思考。 
 
考试题目：1.读《论证是一门学问》，试着修改自己文章的其中三段，要么文字，要么逻辑。 
2.对“翻身”自拟一个讨论问题，写一个自己的论述。动员机制问题，暴力问题，农民的思

想改造问题，不同阶级的矛盾问题等等，立足自己的兴趣点。 
3.合作化的方面，刘海波-因为教学事故 后来离开人大 去社科院当副教授，写的土地制度

的文章，写作里有个观点就是毛主席对协作生产的理论的失误。手工和流水线的方式其实是

不一样的，从他的有关土地制度，农业生产 还讲过房地产税，社会学，政治学，历史，金

融学方面都很专业，以前人大国关院的政治学系，现在在社科院法学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