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单元 理论的价值
群文阅读



语篇一
（2024云南昆明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5题。

    材料一：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日起，就树立了注重社会调查的学术传统。今天，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社会学，需要继承这一学术传统，通过社会调查走进大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

世界，不断加深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在将理论创新与现实关怀融为一体的过程中，承

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责任。

    社会调查是连接理论与实践的枢纽环节，也是对社会的基础与本质予以理解的一种

方法体系。首先，社会调查是具象化的。社会调查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以一时一

地的社会风貌为对象，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



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其次，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要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

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

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再次，社会调查是整

合性的。人类社会发展既存在一般规律，也充斥着碎片化、非预期和非理性现象，社会

调查就是要将这些规律和现象都纳入总体性分析框架，做到对事实本身的把握和尊重。

最后，社会调查长于共情。在具体场景中所唤起的感性认识，可以使调查者尽可能避免

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这种从情感上激发的对“人”的体恤之情，可以使事物“活”的一

面被充分挖掘出来，由此提炼出的理论便有了直指人心的力量。

    中国社会学自诞生之初，就深深打上了社会调查的烙印。对“人”的理解、现实的观

照、理论的创新，这三者的密切结合贯穿学术传统始终。



有学者在民生疾苦中理解社会性质。陈翰笙的经济调查蕴含人文精神，认为只有深刻认

识数量众多的农民的生存状况，才能理解乡村社会，并据此判断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

找到适合中国的发展道路。有学者在人的处境中寻找和确立立场。雷洁琼在江西的经历

使她始终秉持“用资料说话”的精神，反对“为了社会学而社会学”，主张着重观察社会变

迁给人的发展带来的影响。有学者用社会调查串联起学科的本土化与国家发展战略。费

孝通所著《江村经济》，既是社会学实地调查的范本，也是他后来开展研究的出发点。

改革开放后，费孝通三访江村，通过小城镇研究的系列成果，探讨了中国式工业化的发

展路径，总结出“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等，形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

学理论框架，也体现了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发展战略。



    驻足当下，如何应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回顾我国社会学的发

展历程不难发现，将社会调查的实践精神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发现社会生活 

“活”的表达，使“人”得到认识和尊重，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

人民性和主体性。

    今天，我们正步入一个需要用中国思想影响世界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学

所能做的，恰是通过社会调查，把握根植于我们历史与文化之中、与时代变迁相碰撞所

激发出来的体验与思想。我们在此基础上进行学理提炼，就能更好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

对推动中国社会变迁的根本性作用——对外提供世界认识中国的途径，对内回应时代之

问、人民之问，建构本土化与自主性兼具的知识体系。

（摘编自邢婷婷《在社会调查中发现“人”》



    材料二：

    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它一方面

呈现了生命的时间序列，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

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

时间节奏。对于“青年”这一特定的年龄阶段而言，其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年轻，这看似同

义反复的话语其实预示着青年的本质属性——有着看似用不完的时间和一生中最为旺盛

的体力精力。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

走入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我们可以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

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



在移动互联时代，人们可以体会到周遭的世界在不断地加速，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
只能主动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这种加速的时间观念外化为工作制度，
使得青年的工作状态呈现出“节奏快”“并行多”“协同杂”“全天候”的特征。同时，时间也
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以
三次均在35岁以下大城市就业青年群体中开展的调查为例——2019年在北京进行的“快
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查”、2020年在深圳进行的“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
查”和2021年在上海进行的“高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三次调查虽然开展的城市不
同，关注的群体不同，但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时间对于青年的塑造和修饬。在移动互联
时代，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个体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之间的冲
突愈发强烈，个体的各种社会关系也日趋紧张，现代化对人的压迫感越来越强。从这个
意义而言，对于时间的理解和认识就显得异常重要了，因为它折射出一个社会制度究竟
如何看待青春、如何对待青年，以及如何帮助个体度过人生中最为宝贵的时期。

（摘编自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劳动审视》）



1.下列对材料相关内容的理解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     ) C

A.扎根于特定的地域和人群，试图理解和把握一时一地的社会风貌在具体情景中展现出

来的所有内容，是社会调查具象化特征的体现。

B.长于共情的社会调查将会从情感上激发对“人”的体恤之情，调查者也会成为完全的参

与者，从而提炼出有直指人心力量的理论。

C.通过社会调查，挖掘时代语境下中国人看待问题的原则及特征，之后再去梳理整合，

这是建构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任务。

D.时间社会学认为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由此人在不同的年龄阶

段也会被指定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



【解析】 A（×）“所有内容”对象有误。材料一第2段说的是“试图理解和把握在具体情

景中展现出来的情感、气质、风俗、社会发展进程以及变迁趋势”，并不是“所有内容”。

B（×）“调查者也会成为完全的参与者”过于绝对，材料一第2段只说“可以使调查者尽

可能避免成为置身事外的旁观者”。

C（√）C项在原文中没有直接体现，但是根据材料一中的“具象化”“历史性”“整合性”可

知，C项表述的内容符合原文。

D（×）因果倒置。材料二第1段说的是“另一方面也让生命时间具有规范性，使人在不

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正因如此，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

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会位置”

是因，“处在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也就有着不同的时间节奏”是果。



2.根据两则材料的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 D

A.“人”在社会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具有基础性地位，我们要努力构建出能够阐释中国

人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的理论体系。

B.社会调查要在情景和过程中加深对人的理解，善于观察人在情景中展现出来的想法和

习惯，深刻领悟社会大众的所思及所为。

C.移动互联时代，时间的强制性成为控制青年的枷锁，外卖骑手接单后面对倒计时模式，

常常感到被时间裹挟，压力陡增。

D.“人无处不在工作之时，无往不在工作之中”成为当下的真实写照，私人时间与公共时

间界限的模糊让劳动者更加投入。



【解析】 “让劳动者更加投入”错误。选项与材料二作者的观点相违背。材料二中说“时

间也愈发显示出其自身的强制性，这种强制有时会发生偏离，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

锁”，这里体现的是工作对私人时间的侵蚀，导致对人类创造性的束缚，而不是更加投

入工作。故选D。



3.下列对材料一论证的相关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D

A.材料一开门见山，开篇即鲜明点出我们要传承注重社会调查这一学术传统。

B.材料一在论证中既回顾历史，又立足当下，提出了中国社会学的现实责任。

C.从陈翰笙等人的例子中可看出，他们在进行社会调查时注重对现实的观照。

D.比较而言，费孝通的研究更呈现理论的创新性，放在文段最后更有说服力。

【解析】 “费孝通的研究更呈现理论的创新性，放在文段最后更有说服力”错误，这个

选项明显进行了“拉踩”。材料一中写到的陈翰笙、雷洁琼、费孝通三人的研究都卓有成

效，材料一将三人并举，只是举例论证不同学者的不同做法，并无谁更有说服力的意味。



4.材料二最后一段使用“蜂鸟”“码农”“工蜂”等词语，请简析其作用。

【答案】 ①用“蜂鸟”“码农”“工蜂”来比喻大城市不同的就业青年群体，准确、形象地

描摹出特定青年群体的特征，更直观地体现讨论的对象与谈论的话题。②移动互联时代，

时间的强制性成为控制青年的枷锁，他们快节奏、高强度地工作。这三个词表现出青年

群体的劳动状态和困境。



【解析】 分析这种论述文中词语的作用，可以从表述的内容、论证、表达效果三个方

面来着手。

    从内容的角度看，由第2段“2019年在北京进行的‘快递小哥和外卖骑手（蜂鸟）调

查’、2020年在深圳进行的‘互联网青年工程师（码农）调查’和2021年在上海进行的‘高

校青年教师（工蜂）调查’”可知，用“蜂鸟”“码农”“工蜂”来比喻大城市不同的就业青年

群体，准确、形象地描摹出了特定青年群体的特征。

    从论证的角度看，前文说“在移动互联时代……对于青年个体而言，他们只能主动

跟上或被裹挟着卷入加速的时间之中……成为控制青年精神的枷锁”,这三个词语的使用，

生动形象地体现了这一观点，表现出青年群体的劳动状态和困境。

    从表达效果的角度看，用这三类群体比喻当代的年轻人，可以更直观地体现讨论的

对象与谈论的话题。



5.材料一和材料二都谈到“时间”，但两者议论的侧重点不同，请结合材料简要分析。

【答案】 ①材料一谈到“时间”是针对社会调查具有历史性这一特征来说的，强调将社

会调查融入历史的、具体的情景之中，要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社会调查的材料，避免片

面解读或过度诠释。②材料二是把“时间”作为社会调查的一种切入角度，时间是理解青

年的钥匙。文本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

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

【解析】 找：根据题干“都谈到‘时间’”“侧重点不同”可知，我们要结合两则材料，分析

它们对于“时间”的论述有什么不同点。

定：先找材料一、材料二中提到“时间”的内容。材料一第2段中谈到“时间”的内容是“要

对一个特定资料作出有效解释，就要善于挖掘其背后的历史发展脉络，深入了解那些习



以为常却又容易视而不见的背景；就要将材料置于时间维度之下，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
诠释”，这是针对“社会调查是历史性的”来说的，由此可知，材料一谈到“时间”强调的

是要把材料放在历史中看待，避免片面解读或过度诠释。
    材料二整篇都在谈论时间，根据材料二“在时间社会学看来，年龄是社会用以规定

生命时间结构的一个关键要素……使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被指定了不同的角色期待和社

会位置”“我们研究青年，有必要重拾被忽视的问题——时间，以获得一种关于如何走入
青年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由时间生发开去，我们就可以找到理解青年的钥匙。我们可

以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及时间制度是如
何影响青年的”可知，材料二是把“时间”作为社会调查的一种切入角度，时间是理解青

年的钥匙。材料二以时间社会学为研究视角，探讨移动互联时代青年工作的真实状态以

及时间制度是如何影响青年的。
联：分条列举材料一、材料二的侧重点即可。



语篇二
（2024山东枣庄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10题。

    20世纪20年代，一些社会学学者在建立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同时，大力推动社会调查

的发展，从北平人力车夫调查到无锡经济调查等，掀起了一场“社会调查运动”。在此基

础上，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为主力的学者提出“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引进西方人文生

态学方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建立了“社区研究”的基本框架。与“社会调查运动”相比，

“社区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更进一步，主张选择一些相对固定的社区（村落）作为研究

的基本单位，这有利于深入全面地认识社会的本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学者们开辟了

多个社区研究的田野地点，诞生了以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燕京学派”，形成了如

费孝通《乡土中国》这样的理论著作，深刻把握和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的本质。



    改革开放以后，费孝通大力倡行社会调查的研究方法，我们通常也将其称为田野调

查，这是对“社区研究”方法的拓展。在费孝通的影响下，中国社会学学科始终以“从实

求知”作为学科准则，走出了一条紧贴中国社会现实、反映中国发展经验的中国社会学

道路。

    在实践中，田野调查呈现出两种不同且相互对立的主张。有学者主张抛开包括理论

在内的一切成见，“拥抱”并忠实地反映在田野中感知的事实，强调调查本身所带来的

“现场感”对研究的启发作用。也有学者强调理论在田野现场中发挥的作用，认为如果没

有理论的指导，尽管调查者自以为客观地反映了事实，但充其量只是收集了一些声音影

像或意见态度，这非但无益于我们认识真正的社会事实，反而可能会误入歧途。这两种

主张走向极致，都会影响学术研究的深入性和真实性，有学者分别将其称为“朴素经验



主义”和“抽象经验主义”。朴素经验主义讲究“眼见为实”，将收集的材料当作研究的结

论，缺少分析辨别，会将研究变成“报告”或“报道”；抽象经验主义则从理论出发，去田

野中挑选与理论相应的材料，或者用理论“裁剪”现实，田野变成了理论的工具。抽象经

验主义风格的研究论文，用抽象的语言讲一些现实的问题，往往会走向一种貌似高深的

肤浅。但事实上，田野调查并非只能产生这两类研究。

    理论和现实之间存在着鸿沟，是社会科学面对的普遍问题。“从实求知”原则所强调

的要义在于，理论是调查实践的工具，现实是调查实践的目的。费孝通所理解的“从实

求知”正是要求社会学在田野调查中弥合、跨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调查者要以调

查对象的感受、思想、行为和命运为研究目的而非工具和手段。这是费孝通对吴文藻提

出的“以实地研究始，以实地研究终”的社区研究法的升华。



吴文藻所说的调查目的还是 “实地研究”，而费孝通直接就说“回到人民”，这是田野调查

方法的新论。田野调查方法既不是各种调查设计框架，也不是各种调查技术技巧，而是

在田野中如何做到以理论为工具、以人民为目的的方法。

    调查者在进入田野时，既带着充实的理论，又不被理论所支配，就需要有充分的 

“方法自觉”意识。所谓方法自觉，就是要在田野中保持强烈的反思意识，即我们在观察

访谈一个人、在讨论追索一件事的时候，到底依靠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工具。理论让我

们看到的东西，既可能是深刻的本质，也可能是理论的偏见。当我们看到某个现象与我

们的理论不一致时，我们倾向于将这个现象看作表面的、暂时的。例如，我们用资本理

论去观察老板和雇员的关系时，如果发现他们比较融洽，没有支配和剥削的关系，就会

认为他们是隐瞒了什么，或者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没有观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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