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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医学模式的转变，医疗卫生工作模式也从单一的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多元化的健康服务。
　　本教材讲述了社会及其构成、人的社会化、家庭、社区与城市化、社会交往与社会角色、社会分
层与社会流动、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社会变迁等内容，力求让学生掌握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
学会用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分析和解释社会现象，提高学生在社会学视角的指导下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
的能力，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本教材适用于中等卫生职业学校各专业学生。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基础>>

书籍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社会学概述　　一、社会学的含义及研究对象　　二、社会学的特点　第二
节　社会学发展简史　　一、社会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二、社会学发展的主要阶段及代表人物　　
三、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　第三节　社会学研究的意义　　一、社会学研究的功能　　二、医护生学
习社会学的意义第二章　社会及构成　第一节　社会概述　　一、社会的含义及特点　　二、社会的
功能　第二节　社会结构　　一、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解　　二、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　　三、
转型期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趋势　第三节　社会组织　　一、社会组织的概念　　二、社会组织的构
成要素　　三、社会组织的分类　第四节　社会制度　　一、社会制度的含义及特征　　二、社会制
度的种类　　三、社会制度的构成　　四、社会制度的基本功能　　五、我国社会医疗保健制度第三
章　人的社会化　第一节　人的本质　　一、人的本质理解　　二、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三
、人的价值　第二节　个人社会化　　一、社会化的含义与特点　　二、社会化的内容与类型　　三
、个体社会化的条件　　四、社会化与个性发展　第三节　社会化的进程　　一、社会化的进程分期
　　二、社会化进程中的问题第四章　家庭　第一节　家庭概述　　一、家庭的含义　　二、家庭的
结构与功能　　三、家庭发展的趋势　第二节　家庭关系和家庭问题　　一、家庭关系　　二、家庭
问题　第三节　家庭保健　　一、家庭保健的概念和意义　　二、家庭与健康的关系　　三、家庭保
健的内容与方式第五章　社区与城市化　第一节　社区概述　　一、社区的概念及构成要素　　二、
社区的分类　　三、社区的功能　第二节　社区建设　　一、社区建设的概念和主要特征　　二、和
谐社区建设　　三、社区建设的意义　第三节　城乡关系与城市化　　一、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区
别　　二、城市化　第四节　社区卫生服务　　一、社区卫生服务的概念和意义　　二、社区卫生服
务的工作任务　　三、完善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四、老龄化问题第六章　社会交往与社会角色
　第一节　社会交往　　一、社会交往的概念及构成　　二、社会交往的特征及基本形式　　三、社
会交往的意义及原则　第二节　社会角色　　一、社会角色的含义和类型　　二、社会角色互换　　
三、社会角色失调　　四、角色心理调适　第三节　医疗角色　　一、医生角色　　二、护士角色　
　三、病人角色　　四、医疗角色冲突及解决方法第七章　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第一节　社会分层
　　一、社会分层的概念和类型　　二、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　第二节　社会流动　　一、社会流
动的含义　　二、社会流动的类型　　三、社会流动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四、当代中国的社会流
动第八章　社会问题与社会控制　第一节　社会问题　　一、社会问题的含义及特征　　二、社会问
题的分类及形成原因　　三、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方针和原则　　四、当代主要社会问题简介　第二
节　社会控制　　一、社会控制的含义、特征及分类　　二、社会控制的基本功能　　三、社会控制
的手段　　四、社会控制与个人自由　　五、越轨行为与社会控制第九章　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第一节　社会变迁概述　　一、社会变迁的含义、特点及形式　　二、影响社会变迁的主要因素　　
三、社会变迁对医学的影响　　四、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节　社会现代化　　一、社会现代化的界
定　　二、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三、中国社会现代化附录　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一、社
会学研究的方法体系　二、社会学研究方式和研究技术　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程序社会学基础
教学大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社会学基础>>

章节摘录

　　第二章　社会及其构成　　第二节　社会结构　　社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瞬息万变的系统
，这个系统虽然纷繁复杂，但认识它的方法有很多，社会结构就是其中之一。
学校、家庭、政府、企业、社区这些普通的团体都是社会结构的组成单位。
　　一、社会结构的基本理解　　（一）社会结构的含义　　社会结构是在人的社会行动的基础上，
各种社会要素按照某种方式或机制所构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体系。
它由社会实体、社会意识、社会规范制度等要素构成。
社会结构的含义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由什么构成，即作为统一体的社会现象（或单位）都是由
一定的要素组合而成的，因而是可以分析的；二是如何构成，即这些组成要素不是机械或杂乱的组合
，而是按某种方式或一定规则组合起来，维持较为固定的关系，使社会结构具有相对稳定性。
例如在医院的结构关系中，医院的构成要素包括医疗部门（门诊部、住院部）、后勤保障部门等，它
们之间就是按照有利于医院医疗、预防和管理的功能实现而联结起来的。
　　（二）社会结构的特征　　社会结构一般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1．整体性结构的整体性强调，首先要用整体观念去看社会。
有了整体性观念，在对结构各要素及其关系进行分析时，才不会仅仅将眼光停留在要素本身，才会在
整体性背景中寻找结构要素的意义以及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
换言之，也只有面对一个客观整体，才有可能去考虑整体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问题，才
会去考虑其结构问题。
　　2．相对稳定性 某种社会结构一旦形成，其基本要素与组合方式就是相对稳定、有章可循的。
大规模的结构性的变迁一般不会轻易发生，一旦发生，也不会轻易消失。
如中国传统社会从秦代一直延续到辛亥革命，持续两千多年。
尽管期问有过各种农民起义的冲击与振荡，但是它的基本组成要素，即农民与地主以及它的构成方式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3．层次性社会结构既具有整体性，各构成要素之问又有层次性。
由于各个组成要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因此，层次性成为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
特征。
当我们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看待时，这个社会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因此，社会的政治结构
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就构成了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
社会群体之问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关系协调体系构成中观层面的社会结构，既包含社会制度的类型，
也包括团体单位的组织形式，如组织结构、阶级结构、阶层结构、社区结构、制度结构等。
个体之间的社会行动所形成的关系体系构成了社会结构的微观层面，如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等。
　　4．有序性结构意味着一种“秩序”。
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而是有机地联系成为一个
有序的、可调控的整体。
在社会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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