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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知 

 

1. 本试卷满分 100 分。 

2. 请考生务必将本人考号最后两位数字填写在本页右上角方框内。 

3. 考生一律用蓝色或黑色墨水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按规定要求作答，未做在指定位置上

的答案一律无效。 

4. 监考员收卷时，考生须配合监考员验收，并请监考员在准考证上签字（作为考生交卷的

凭据）。否则，若发生答卷遗失，责任由考生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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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题（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 

1．参照群体 2．社会控制 

3．社会事实（杜尔克姆） 4．焦点群体（小组）访问 

5．系统抽样 6．定序（次序）测量 

7．扎根理论 8．单位（组织） 

9．计划生育率 10．人际关系 

11．社会救助 12．代沟 

 

二、简答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1．简述社会问题的涵义及其构成要素。 

2．简述库利的“镜中我”思想。 

3．简述调查研究内容的三种重要形式。 

4．简述“迟发展效果”的主要表现。 

5．简述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说。 

 

三、论述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1．什么是初级社会群体？试述转型期初级社会群体的变化及影响。 

2．试述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简要评价。 



2009 年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 

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 

社会学试卷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名词解释（每小题 3 分，共 36 分） 

1．参照群体：指个体在心理上（1 分）所从属的群体（1 分），个体将参照群体的价值和

规范作为评价自身和他人的基准（1 分）。 

2．社会控制：社会组织体系运用社会规范及相应手段（1 分）对社会成员的社会行为及

价值观念进行指导和约束（1 分），对各类社会关系进行调节和制约的过程（1 分）。 

3．社会事实（杜尔克姆）：任何对个人施以外在强制作用的（1 分）、固定或不固定的行

为方式（1 分），或在社会总体中普遍出现的、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的任何行为方式（1

分）。 

4．焦点群体（小组）访问：是围绕着一个焦点问题（1 分），在小型群体内进行讨论和访

谈的方法，通常可以组织多次（2 分）。 

5．系统抽样：是一种随机（概率）抽样方法，也称为等距抽样（1 分）。在随机抽取第一

个样本之后，按照某种确定的规则（或间距）抽取其他样本（2 分）。 

6．定序（次序）测量：是对依操作定义而排列次序的变量所进行的测量（1 分）。定序测

量具有可传递性（1 分），但其数字仅仅显示等级顺序（1 分）。 

7．扎根理论：是使用一套程序，归纳性地建立关于现象的理论的定性研究方法（1 分）。

需要不断归纳和比较所收集的资料（1 分），并抽象为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形成理论认识

（1 分）。 

8．单位（组织）：是我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1 分），是科层制的一个变种（2 分）。 

9．计划生育率：即在某年内符合计划生育要求的计划内的出生人数（1 分）占总出生人

数的比重（2 分）。 

10．人际关系：从广义上说，人际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 分）；从狭义上说是指

人与人之间通过交往与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直接的心理关系（2 分）。 

11．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贫困人口提供无偿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度（1 分），主

要是贫困救助、灾害救助和特殊救助（2 分）。 

12．代沟：是指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在行为方式、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方面（2 分）的

差异、对立和冲突（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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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简答题（每小题 8 分，共 40 分） 

1．试述社会问题的涵义及其构成要素。 

答：社会问题的涵义：广义社会问题指一切与社会生活有关的问题（1 分）。狭义的社会

问题特指社会病态或失调现象（1 分）。即因社会失调影响了社会成员的正常生活（1 分），需

要动用社会力量进行干预（1 分）。 

构成要素：社会现象产生失调（1 分）；这种失调影响了许多人的社会生活（1 分）；这种

失调引起了社会多数成员的注意（1 分）；这种失调必须运用社会力量才能解决（1 分）。 

2．简述库利的“镜中我”思想。 

答：库利认为，人的自我观念是在同他人的交往中形成的，是交往对象对自己看法的反

应（2 分）。 

“镜中我”包含三重涵义： 

（1）感觉阶段：人们想象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2 分）； 

（2）解释（定义）阶段：人们想象他人对自己形象的评价（2 分）； 

（3）自我反应阶段：由上述想象形成了某种自我感觉或自我观念（2 分）。 

3．简述调查研究内容的三种重要形式。 

答：研究内容是研究单位的属性和特征（1 分）。 

包括：（1）存在状态（基本状况），如个人的年龄、性别、企业的规模等（2 分）。 

（2）主观倾向（态度、观念），如个人的价值观、企业的文化观等（2 分）。 

（3）实际行为，如个人的社会活动、企业的生产活动（2 分），社会行为是社会研究的重

点（1 分）。 

4．简述“迟发展效果”的主要表现。 

答：“迟发展效果”的主要表现： 

（1）有计划、赶超型的现代化过程（2 分）； 

（2）“二元”社会结构的长期存在（2 分），所谓“二元”社会结构，是指在整个社会结

构体系里面，明显地同时并存着比较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相对非现代化的农村社会（2 分）； 

（3）政府强有力的支配和指导作用（2 分）。 

5．简述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说。 

答：（1）中国是“自我主义”的，它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也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

集体主义，而是以“己”为中心的，集体和个人兼而有之。在一定的范围内是集体主义的，

超出这个范围则是个人主义的（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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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人的关系范围往往是有限度的，在“圈子”所及范围内是自己人，圈子以外则

是外人。对待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形成“内聚与内耗”或“团结与冲突”同

在矛盾心理与行为取向（3 分）。 

（3）中国人对待自己亲疏远近不同的人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像水的波纹一样，“愈

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 分）。 

 

三、论述题（每小题 12 分，共 24 分） 

1．什么是初级社会群体？试述转型期初级社会群体的变化及影响。 

答：初级社会群体：其成员相互熟悉了解（1 分），以感情为基础（1 分）结成的关系密

切的社会群体（1 分）。 

转型期的变化：进入和退出的自由度增加（1 分）；原有功能不断外移（1 分）；有些初级

关系日趋松懈（1 分）；有的名存实亡（1 分）。 

影响： 

正面影响：为个人提供自由（1 分）；有助于促进更大范围的社会整合（1 分）；有助于组

织目标的实现（1 分）。 

负面影响：增加了社会控制的难度（1 分）；人际关系疏远（1 分）。 

2．试述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并对这一理论进行简要评价。 

答：韦伯的社会分层论分别以经济、声誉、权力作为分层标准（2 分），由此形成三位一

体的多元社会分层结构（2 分）。 

三个标准是各自独立的。不同历史条件下，在经济、文化、政治领域中，哪个领域发生

重大变化，则该领域分层标准的重要性即随之上升，成为“分层中轴”（2 分）。韦伯社会分层

论的特点是采用了多元、定量和主观标准（2 分）。与马克思阶级不同，韦伯的“分层论”是

一种保守模式，注重社会不平等的数量方面，导致维持现状和社会改良（2 分）。 

其借鉴意义是：宏观上提出各种不平等之间的关系问题，开启了“累积式不平等”与“扩

散式不平等”的研究思路；微观上提出个人多重社会地位之间关系问题，从而导致对“地位

一致性”与“地位相悖性”的研究（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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