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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以往的政治社会化研究主要关注阶级、阶层、社会经济地位、种族等客观因素对于儿童政治社会
化的影响，而本书通过对农民工子女的实证研究发现：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对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
为模式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城市化的孩子：农民工子女的身份生产与政治社会化》试图回答以下问题：首先，在政治社会
化的过程中，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
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其次，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
最后，如果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会对他们政治观念与行为产生重大影响，那么，围绕身份差异而
形成的政治态度与行为模式的分化究竟有多大？
农民王子女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接受者，抑或形成了一套相对自主的底层文化？
如此一来，看似后现代的“认同政治”就与政治学的传统议题一政治文化、政治社会化、阶级再生产
——紧密地勾连在一起。
　　研究表明：第一，家庭、学校、国家(包括基层政府和意识形态的国家)、社会干预(NGO、志愿
者)是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
农民工子女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包含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两种机制，前者主要型塑他
们的价值观，后者则更多地影响他们的知识库存。
对于农民工子女而言，事件在他们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发挥了更加突出的作用。
　　第二，农民工子女与政治社会化媒介的互动过程，往往是围绕着身份的确认与否认、斗争与妥协
而展开的，也就是说，政治社会化是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
由此形成的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社会结构与具体情境共同作用下的权宜性结果，一旦失去
外力的推动，一种特定身份就可能停止运作了。
身份认同从来不是自由意志的表达，而是始终存在于特定的权力结构之中。
当农民工子女试图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群体和国家治理行为的制约，防
御性认同和进取性认同便应运而生。
本书用“运作性认同”来表述农民工子女身份生产的这一特性。
　　第三，通过对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的比较研究，我们发现：虽然就读于公办学校的农民工
子女学习积极性高于前者，但他们却更为强烈地感受到城市主流社会的歧视，对个人的前景也更加悲
观，其成长过程中存在显著的“天花板效应”，也就是说，他们由于对社会流动的预期很低而自动放
弃学业上的努力。
一些农民工子弟学校则盛行“反学校文化”，如果说公办学校的农民工子女是因为低预期而选择“自
我放弃”，那么，这些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反学校文化”并不是因为自暴自弃，恰恰相反，他们常常
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行为感到自豪。
通过否定学校的价值系统、蔑视校方和教师的权威，他们一方面获得了独立与自尊，另一-方面则心甘
情愿地提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
　　但是，反学校文化并不是一套独立的底层文化，对调查问卷的分析显示：一些农民工子女对基本
社会规范的接受程度与城市儿童相差甚微，价值倾向基本一致，只不过城市儿童的态度更趋近于政治
正确性，也就是说，而对于主流价值观认可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强烈的支持；而对于主流价值观
奄定的观点，城市儿童表示更坚决的反对。
简言之，与城市儿童相比，一些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表现出轻微的疏离，但他们并没有站在主流
价值观的对立面。
他们与城市孩子的不同更多地表现在知识库存：在遭遇群际冲突事件之后，一些农民工子女会对这些
事件进行加工，将其整理为相应的“故事”，当日后再出现类似的事件时，这些生活记忆所构成的知
识库存将成为他们判断和行动的依据。
　　论文的最后一部分还讨论了相关命题与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超越个案的同时避免过度夸大结论的
解释力，一方面揭示了农民工子女政治社会化的深层机制，另一方面也补充和修正了政治社会化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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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理论。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的孩子>>

作者简介

　　熊易寒，1980年生，湖南衡阳人。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基层社会与政权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先后就读于湘潭大学（1999．9—2003．9）和复旦大学（2003．9—2009．1），获管理学学士学位与法
学博士学位。
主要研究兴趣为移民政治、基层治理、政治社会化，在《读书》、《社会》、《开放时代》、《二十
一世纪》（香港）、《中国农村观察》、《Chinese Educat，ionand Society》（SSCI）等国内外学术刊
物上发表论文十余篇，合作出版译著一部，人选上海市“晨光计划”，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和教育
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各一项。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的孩子>>

书籍目录

序中文摘要Abstract导论：当代中国的身份政治与儿童政治社会化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城市化的孩子
及其理论意义第二节　政治社会化与身份认同：两种研究进路的分殊与合流一、政治社会化研究：真
的过时了吗？
二、身份认同研究i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的视角三、狭路相逢：将身份认同嵌入政治社会化研究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一、文献法二、内容分析三、深度访谈四、参与观察五、问卷调查第一章　看
不见的城墙：农民工子女的城乡认知与身份意识第一节　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危机：想象抑或现实
？
第二节　由乡村到城市：以农民工子女的文本为分析对象一、农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里人形象二、农
民工子女文本中的城乡对比三、外地人：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意识第三节　从城市到乡村：放牛班的“
寻根”之旅一、戏中戏：“寻根”之旅与身份政治二、我是谁：放牛班的自我表达三、第二代下层移
民：放牛班的类型学意义第四节　小结：社会结构与社会情境中的身份认同第二章　政治遗传学：家
庭、文化与权力第一节　外来的人：生计压力下的家庭教育一、父辈的社会经济地位二、望子成龙与
“龙生龙”法则三、有形与无形的社区四、家庭教育方式：放任与粗暴之间第二节　被治理者的政治
：另类的政治社会化一、城市公共政治的“局外人”二、日常生活中的被治理者第三节　小结：事件
驱动的政治社会化第三章　底层与学校：阶级再生产阴影下的政治社会化第一节　编班的两难困境：
公办学校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一、底层的班级：物理空间的阶层隐喻二、编班的政治：社会空间的阶层
区隔三、天花板效应：社会流动预期与自我放弃第二节　反学校文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社会化与反
社会化一、同是异乡人：流动中的师生关系二、安全第一：国家的在场与不在场三、反学校文化：孩
子们的叛逆与反抗第三节　信息不一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局一、思想政治课二、课间操训话三、班
会四、各类竞赛第四节　小结：阶级再生产与政治社会化第四章　榜样的政治：国家意识形态的社会
化机制第一节　榜样的政治社会学第二节　榜样背后的国家：舒航涯的政治符号意义第三节　当榜样
遭遇偶像：伦理国家与世俗化社会的互动第四节　小结：直接政治社会化的式微一、榜样政治的一般
模式二、榜样教育与政治灌输第五章　献爱心与塑造新公民：社会干预的两种路径及其影响第一节　
社会干预行动的谱系第二节　从爱心到责任：大学生志愿者与农民工子女的交互社会化一、志在改变
：理想主义者的激情与困惑二、后支教时代：走向亲密关系的社会干预第三节　塑造新公民：久牵的
心灵教育与制度规训一、塑造新公民：久牵的教育目标二、久牵的课程设置与制度规训三、久牵的“
核心价值观”第四节　小结：社会干预与政治社会化第六章　以身份生产为中心的政治社会化：媒介
、过程与结果第一节　建制化与事件化的政治学习一、建制化的政治学习二、事件化的政治学习第二
节　运作性认同与分类系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类属化一、自我认同、社会归类与治理分类二、运
作性认同：身份生产的内在机制第三节　价值观与知识库存：政治社会化的二元产出一、疏离但不反
对：农民工子女与主流价值观二、知识库存与“生活判例法”第四节　余论：本书结论的适用范围附
录一：主要人物一览附录二：农民工子女的价值观调查报告附录三：调查问卷Ⅰ（农民工子女）附录
四：调查问卷Ⅱ（城市儿童）附录五：访谈提纲Ⅰ（农民工子女）附录六：访谈提纲Ⅱ（放牛班合唱
团成员）附录七：学生作文二篇参考文献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城市化的孩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