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社会学理论》考试大纲（2020 版） 

《社会学理论》（科目代码：616）包含社会学概论、西方社会学

理论两部分考核内容。本考试大纲分别对两部分的考核内容予以说明。 

《社会学理论》考试大纲 

Ⅰ. 考查目标 

要求考生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掌握社会学基本知

识，掌握主要社会学思想家与社会学流派的学术思想，能够应用社会

学的理论与视角分析问题。具体包括： 

1、掌握社会学主要学术概念与基本理论。 

2、熟知社会学主要思想家及其思想贡献。 

3、系统了解社会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主要学术思想。 

4、掌握不同学术理论的分歧及其学术价值与局限性。 

5、能够应用社会学的理论与视角分析问题。 

Ⅱ. 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一、试卷满分及考试时间 

本试卷满分为 150分，考试时间为 180 分钟。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名词解释。 



2.辨析题。 

3.简答题。 

4.论述题。 

5.材料分析题。 

根据每年考试需要，选择 3-4 种题型进行考试。 

Ⅲ.考查内容 

第一部分  社会学概论 

一、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1.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2.社会学的学科地位 

3.社会学的功能 

二、社会 

1.什么是社会 

2.社会学考察社会的几种角度 

3.社会的类型 

三、文化 

1.文化的含义及特性 

2.文化的类型 

3.文化的构成 

4.文化的功能 

四、社会化与个体化 



1.人的社会化 

2.人的个体化 

3.社会角色 

五、社会互动 

1.社会互动的含义、维度与类型 

2.社会互动与社会转型 

3.社会互动研究的主要理论视角 

4.集体行为 

六、社会网络与社会群体 

1.社会网络 

2.社会群体 

3.初级群体 

4.婚姻与家庭 

5.社会性别 

七、社会组织 

1.社会组织概述 

2.社会组织的目标 

3.社会组织的结构 

4.社会组织理论 

八、社区 

1.社区概述 

2.农村社区 



3.城市社区与城市化 

九、社会制度 

1.社会制度的涵义与特征 

2.社会制度的类型及功能 

3.制度创新与制度变迁 

十、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社会分层概述 

2.社会分层的理论 

3.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及其变迁 

4.社会流动 

十一、社会变迁与社会现代化 

1.社会变迁 

2.社会现代化 

十二、社会越轨与社会控制 

1.社会越轨 

2.社会控制 

十三、社会建设 

1.社会建设的概念 

2.社会建设的相关理论 

第二部分  西方社会学理论 

一、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历史 



2.西方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特点 

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创始人 

1.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 

2.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 

三、涂尔干的社会学理论 

1.社会学研究的方法 

2.社会团结和社会分工论 

3.自杀论 

4.宗教和知识社会学 

四、社会学古典时期的理解问题 

1.理解问题的起源：古典解释学 

2.狄尔泰：精神科学的“理解”方法 

3.李凯尔特论历史的文化科学 

五、西美尔的社会学理论 

1.社会学的对象与问题领域 

2.形式社会学 

3.文化社会学 

六、韦伯的理解社会学 

1.社会学的方法论 

2.社会行动与理性化 

3.合法统治与科层制 

4.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七、曼海姆与知识社会学 

1.曼海姆学术思想概述 

2.意识形态理论批判与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兴起 

3.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八、功能主义理论 

1.理论来源 

2.帕森斯的抽象功能主义 

3.默顿的经验功能主义 

九、社会冲突论 

1.社会冲突论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渊源 

2.达伦多夫的辩证冲突论 

3.科塞的冲突理论 

十、社会交换理论 

1.社会交换理论的思想来源 

2.霍曼斯的行为主义交换论 

3.布劳的结构交换论 

4.爱默森的社会交换网络分析 

十一、符号互动论 

1.米德与符号互动论的起源 

2.布鲁默与符号互动论的发展 

3.戈夫曼的拟剧理论 

十二、舒茨的现象学社会学 



1.舒茨现象学社会学思想的多重来源 

2.舒茨现象学社会学理论的构成 

3.舒茨现象学社会学应用理论的构成 

4.舒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十三、常人方法学 

1.常人方法学的理论背景 

2.常人方法学的基本思想  

3.常人方法学的发展和影响 

十四、新功能主义 

1.新功能主义及其特征 

2.亚历山大的新功能主义 

3.卢曼的系统功能主义 

十五、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理论 

1.沟通行动理论的出发点：社会理性化的困境 

2.沟通行动与沟通合理性 

3.生活世界、系统与社会理性化 

十六、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1.“双重解释学”与结构化理论 

2.对现代性的分析 

3.全球化：现代性制度的延伸过程 

十七、布迪厄的实践社会学理论 

1.布迪厄思想的主要来源 



2.实践、惯习与实践逻辑 

3.场域、资本与权力 

4.反思社会学思想 

十八、理性选择理论 

1.理性选择理论概述 

2.科尔曼的理性选择论 

3.其他社会学家的理性选择论 

十九、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理论 

1.宏观社会学的微观基础 

2.冲突社会学观点 

3.互动仪式链理论 

二十、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社会学 

1.后现代主义简介 

2.后现代主义社会理论 

3.后现代主义社会学 

二十一、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关注的新问题 

1.女性主义问题 

2.社会行动中的情感问题 

3.现代社会的风险问题 

4.社会网络研究 

5.“身体”的社会学研究——身体社会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