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13位ISBN编号：9787802308176

10位ISBN编号：7802308178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陈映芳

页数：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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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与中国的社会变迁>>

内容概要

作者所着眼的角色概念是联结社会与个人、用来分析其相互关联结构的中心概念。
而作者用角色概念将这一特质巧妙地引出，在作为角色担当者的“年轻人”与“社会”之间，设置了
“青年”这一角色类别作为中间项．据此设定了由这三项组成相互关系的这样一种理论框架，并以此
作为分析模型。
根据这个分析模型，作者可以分析角色的结构化过程。
⋯⋯    对于作者的这样一些独创性的着眼点，应该给予高度的评价。
    相信作者的这项研究成果将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以及历史学研究贡献良多，就像它给日本的青年社
会学以及中国社会研究做出了令人注目的贡献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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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映芳，日本文学博士(社会学专业)，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兼任华东师大城市社会研
究中心主任。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了《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中国的青年文化》（个人专著）、《图
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个人专著）、《征地与郊区农村的城市化——上海市的调查》（主
撰）、《移民上海——52人的口述实录》（编著）和《我是这样考上大学的——70位大学生的自述》
（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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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青年”的诞生（从19世纪后半期到1919年）  第一章 青年阶层的形成    一 引子    二 青年阶层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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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 “革命青年”的形成机制    一 “青年”的意义演变      1.“青年”角色担当者的转换      2.“青年”
的深层变化      3.从角色模型看“革命青年”的角色规范    二 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向      （一）既有的研究
     （二）“青年”的一贯性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向      （三）价值观的变化与青年知识分子的转向      
（四）“激进青年”存在条件的消失       1.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统一       2.对青年的管理及制约的制度
化    三 政治社会化——“革命青年”的培养系统      1.政治教育      2.学校中的组织：结构与功能      3.培
养“革命青年”的社会条件    四 “革命青年”的地位与角色表演      1.“革命青年”的双重性格的育成  
   2.围绕出身问题的矛盾和紧张      3.“年轻人压制”的再形成与青年地位的下降      4.“革命青年”的角
色表演第四编 “青年”的解体（197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  第六章 “青年”的解体    一 “青年问题
”及其在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含义    二 “革命青年”、“现代青年”和“自由青年”      1.“青年”的
三个类型      2.年轻人的非“青年”化    三 “青年”解体的机制      1.“青年”的解体      2.“青年”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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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青年”    四 “青年”角色与“孩子”角色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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