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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社会问题专题研究 

 

一、课程编码：2200049 

课内学时： 32   学分： 2  

二、适用专业：公共管理专业  

三、先修课程：无 

四、教学目标： 

通过对当代中国主要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帮助学生理解社会问题的建构特性，培养学

生在全球化、社会转型、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密切关联的视角下分析各种具体社会问题的意

识，掌握分析社会问题建构过程的工具和能力，为进行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分析夯实理论基

础。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材料自学与课堂讨论，案例分析。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导论                                                        6 学时 

1.1 什么是社会问题 

1.2 社会问题的研究取向 

1.3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当代社会问题的全球背景 

1.4 改革与剧烈社会转型：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背景 

1.5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关联主义视角 

1.6 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和社会福利的关联 

2．性别平等与性骚扰问题                                       6 学时 

2.1 女性主义运动的兴起 

2.2 西方社会“性骚扰”的问题化 

2.3 当前中国的性骚扰 

2.4 问题症结与政策议题 

3．艾滋病问题                                                 3 学时 

3.1 艾滋病问题的浮现 

3.2 越轨视角 

3.3 社会解组视角 

3.4 价值冲突视角 

4．卖淫问题                                                   3 学时 

4.1 古代中国的卖淫问题 

4.2 当代中国的卖淫问题 

4.3 多元视角与价值冲突 

4.4 政策改革及其前景 

5．人口问题                                                   3 学时 

5.1 中国人口结构的历史变迁 

5.2 计划生育及其社会影响 

5.3 老龄化社会的来临 

5.4 二胎生育与自我和家庭的重构 

6．城市和农村的社会建设                                       3 学时 

6.1 中国历史上城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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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城乡二元结构的建立及其社会后果 

6.3 人口流动、社会整合与包容性的城市建设 

6.4 社会主义新农村：当代乡村建设及其前景 

7．环境问题                                                   3 学时 

7.1 发展主义与环境污染 

7.2 环保主义与环境治理 

7.3 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的角色 

8．健康与医疗问题                                             3 学时 

8.1 当代中国的疾病谱与主要的公共健康威胁 

8.2 当代中国卫生与医疗体系的变革 

8.3 社会的个体化与心理健康问题的“恶化” 

8.4 社会的医学化及其影响 

9. 课程总结                                                   2 学时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成绩结合 

平时成绩占50%，包括课堂学习、参与讨论及课堂报告 

期末论文占50%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 Horton, P. B., G. R. Leslie, R. R. Larson, R. L. Horton. The Sociology of Social Problems 

[M].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1994. 

2. 阿尔君·阿帕杜莱. 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  

3. C. 赖特·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像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4. 李银河. 女性主义[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 

5. 潘绥铭. 存在与荒谬[M]. 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 

6. [美]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M].郭金华，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7. [法]马赛尔·德吕勒.健康与社会：健康问题的社会塑造[M].王鲲，译.上海：译林出版社，

2009. 

8. 田雪原.大国之难：20 世纪中国人口问题宏观[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9. 厉以宁. 中国道路与蓝领中产阶级成长[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0. 周晓虹. 西方中产阶级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11. [英]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M].李春玲、杨典，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12. 李宇军、[日]中尾正义、黄忠彩．中国的环境问题：多学科的视角[M].北京:知识产权出

版社,2012. 

13. 郑晓云、任佳．当代的环境问题及其文化背景[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2. 

14. [英] 伊懋可．大象的退却（一部中国环境史）[M].梅雪芹、毛利霞、王玉山，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15. [美] E.梅勒尼·迪普伊．烟尘与镜子：空气污染的政治与文化视角[M].沈国华，译．上海：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 

16. 邓智平．社会建设十讲[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17. [英] 常向群．社会建设：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模式[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 

18.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9. [英] 马尔萨斯，人口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0. 马寅初，新人口论，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 

九、大纲撰写人：王文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