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13位ISBN编号：9787564408114

10位ISBN编号：7564408111

出版时间：2011-9

出版时间：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作者：杨珍

页数：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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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内容概要

本书以奥运传播作为开放和延续的社会现实场域，以文化身份的建构为研究主题，力图呈现文化身份
维系与更新的动态话语体系，从预置因素、主导模式与协商模式三个部分对文化身份建构的。
主导一一协商。
模式进行结构分析，其中贯穿着社会建构的观点与文化研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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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三、中国文化身份问题的相关研究资本的世界性扩张带来的全球文化流动使文化身份逐渐成
为聚集了众多矛盾、争论和复杂性的问题领域，文化身份问题也被赋予了多学科的解释力。
从不同学科领域出发有关身份／认同的研究成果主要归为以下几类：“国际政治学领域关于国族以及
政党身份认同；文学领域从后殖民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的角度关于文化身份认同；哲学领域关于主体和
认同的探讨；社会学领域关于性别、种族、阶级、亚文化群体等少数群体认同以及消费认同；人类学
领域关于族裔身份认同；教育学领域关于认同领域的教育研究。
”正因为文化身份问题的研究具有宽泛的理论背景，因而在传播学领域中讨论文化身份问题同样需要
在永恒与流变的语境中发掘可操作的问题，找到合适的路径。
这也证明了本研究选择在奥运传播与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的这一组关系命题中探讨文化身份问题是
具有实际的研究边界和具体研究指向的论题。
在传播学领域中，国内有关文化身份／文化认同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结合时代语境分析文化
身份的内涵，注重在新的媒介环境中描述文化身份的变化。
这类研究关注文化身份问题纵向的演变，侧重于理论的归纳与阐述。
在《文化身份认同演变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中，就以后现代语境中的身份问题作为理论来源，梳理文
化身份认同的内涵、来源和多重性，强调与文化身份认同相关的主要因素，如世界格局、民族国家形
态、社会价值观念等正在发生变化，尤其是在数字时代与全球化的媒介语境中，文化身份认同正在呈
现“去疆界化”“日益混杂”和“多元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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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文化身份建构:基于奥运传播的视角》是天津体育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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