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实用5篇)
很多人在看完电影或者活动之后都喜欢写一些读后感，这样
能够让我们对这些电影和活动有着更加深刻的内容感悟。可
是读后感怎么写才合适呢?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些优秀的
读后感范文，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篇一

布迪厄是法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更是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
但由于多种原因,我国学界并没有把他作为哲学家来对待,因
此,我国学者对布迪厄的哲学思想了解较少.布迪厄依靠自己
拥有的哲学资本,创造性地运用系统论、普遍联系和认识论等
哲学思想,使其社会学理论表现出生成的`结构主义、关系主
义和反思性的哲学特征.

作者：宫留记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江苏,南
京,210097刊名：广西社会科学pku英文刊
名：guangxisocialsciences年，卷(期)：”“(8)分类
号：b565.7关键词：布迪厄社会学理论哲学特征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篇二

在市场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在现代文化与传统
文化交织的社会里,青年学生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环境
中,他们的'认知水平和道德责任感较以往大不相同,塑造优良
学风的态度意识有所淡化.对于学风的解释有狭义与,”义之
分,作为学生思想政治辅导员,本文作者将从狭义角度,结合自
身工作实际,将大学生视为主体,运用心理学中的社会生态学
理论分析高校学生学风建设.

作者：王磊章燕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安徽,
合肥,230032刊名：中国科技博览英文刊



名：zhongguobaozhuangkejibolan年，卷(期)：“”(15)分
类号：x2关键词：学风大学生社会生态学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篇三

“他是激进传统的激进纠偏者，是对社会学课程满腹牢骚的
社会学家，是屡屡质疑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是既倡导个体
手艺也呼吁民众行动的辩护士，是深怀绝望的乐观主义者，
是充满干劲的悲观主义者。”吉特林的这段话或许是对美国
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很好刻画。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学者，
米尔斯短暂的一生，留下的作品中，或许《社会学的想象力》
最为人了解。

半个多世纪以来，米尔斯的这本《社会学的想象力》名声在
外，甚至成为一些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入门必读书目，但或
许正如本书中文新版译者李康老师所说，“它不是面向大一
新生，而是面向所有打算回顾一下自己或长或短、有深有浅、
间喜间悲的社会学生涯的学人。”因此，“它不是人云亦云
者所荐由零开始的入门教程，也不是半通不通者所见一切归
零的解构檄文，而是将悟未悟者所鉴重整积累的反思读物。
与其说它能教给你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不如说它更能提
醒你什么不是社会学的想象力。”

如果只是将其理解为米尔斯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
学主流的批判和反叛，或者认为他通过此书“确立”了一种
独特社会学方法论，或许都是对本书的误读。这本书讲的更
多的是我们怎样看待我们生活的世界与我们自身，这也是社
会学的经典理论预设——无论它被称为结构与行动还是个人
与社会。

米尔斯敏锐的观察到学术与政治间的复杂关系。哈贝马斯曾
整理出来三套关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关系的模型，即决断论、
科技行政及实践论。决断论模式以政治领袖和官僚之间的截
然分工为基础。具有强烈意志、有能力自行采取立场的领袖，



善用具备了事实信息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之服务，至于公
民，只能对在技术上正确地执行了的领袖之主观决定表示赞
同。而在科技行政的模型里，非理性的决定乃是多余的。决
策的前提在决策过程中会自行成形，并受技术可行性的支配，
却对技术可行性本身没有置喙余地，政治领导于是变成了行
政管理，政治参与甚至说不上是由民意来直接表达赞同，而
是完全沦为接受技术上的必要。

至于实践论的模型，既不怀疑就技术与实践决策之间的关系
进行理性探讨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讨论的公共领域也未消
失，学术与公众意见之间进行持续的沟通，成为了一种公认
的必要，进而促成政治的公共领域的组成，在这样的公共领
域中，技术性的知识与方法可以和依附于传统的自我意识产
生开通的互动。实践的问题可以转变成学术的问题，而这些
学术的问题一旦获得厘清，又可以用学术信息的形式，回馈
给具备了解能力的公共领域。在这种意义上，米尔斯的看法
或可归入第三种模型。

作为韦伯著作的英文翻译者，米尔斯的这本书中时现韦伯思
想的痕迹。韦伯指出“理性化与合理化的增加，并不意味着
对他的生存状况有更多一般性的了解”，米尔斯同样认为现在
“创造历史的进程超出了人们根据所珍视的价值调试自身的
能力”，人们无法看清自己面临的处境，深处一个“焦虑与
漠然”的时代，或者说是所谓的“大众社会”，因此他们需
要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视角转换的能力，分析个人所处时
代的生活历程，历史以及二者的交织，理解并把握自己的境
况。

而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由过去的历史塑造，那么在理解我们
面临的“公共议题”时就不能忽视历史分析，借由“社会学
的想象力”，即“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题结合起来，在结构
和个人、历史与传记、宏观与微观之间穿梭”，透过对历史
结构中权力的分析，跳出工具理性造就的“铁笼”，重拾人
类理性和自由的价值。而作为一名社会研究者，在个人生命



体验与学术生活的激荡之中，反思作为一名学者的定位与志
业，向人们指出那些想当然的思维危险。换言之，用米尔斯在
《治学之道》文末的话来说，就是“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时
代”。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篇四

开篇，米尔斯先论述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种种制度的、非制
度的困扰：普通人所直接了解及努力完成之事总是由他个人
生活的轨道所界定；他们的视野和权力要受工作、家庭和邻
里的具体背景的制约；处于其他环境时，他们则成了旁观者，
间接感受他人。人们之所以对于生活中围绕在自己身边的困
扰感到焦虑茫然，是因为他们没有把个人生活进程与社会的
历史背景及其结构性变迁联系在一起。

由此，米尔斯说：“个人只有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
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
他所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人的生活际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的生
活际遇”。这让我想到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我们在社会
研究中，要回到某一行为发生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想问题，了
解行为发生的历史背景，而不是借着今人的眼光去看过去的
问题，也不能拿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他人的行为。

米尔斯认为，社会研究中，除了要关注具体社会历史和社会
结构外，还应该注重人本身与人性。他认为人类面临的困扰
产生于个体的性格之中，产生于他与别人的直接联系之中，
这些困扰与他所直接了解的有限的社会生活环境有关，也与
他自身有关。

因此，米尔斯说，在社会研究中，“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社
会历史，不同时了解这两者，就无法了解其中之一。”而米
尔斯所认为的拥有社会学想象力的学者，恰恰是能够关注到：
社会结构、社会历史、人本身这三类问题的人。



而培养社会学的想象力之所以是当务之急，就在于米尔斯所
看到的当时社会上、社会科学界出现的各种问题。比如：人
们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的劳动生产中日渐异化(像乔治・奥
威尔《1984》中谈到的人那样，被机器和僵化的制度操纵)、
信息爆炸泛滥、政治界权力关系错综复杂。在学术界，学者
研究内容受科层制影响(将论文发表数量作为师生评定指标)、
价值中立不受重视(有特定的政治立场)、学术研究被标签
化(课程教学侧重知识的灌输，而不是鼓励独立思考和创造，
文科教育不开放)。而这些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培养社会学的
想象力。

这一章作者对流行于美国社会研究界中的一种理论方法：宏
大理论进行了批判。我认为这章很有意思的是米尔斯用四段
文字转述了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一书，而且每次转述之后
还不忘讽刺帕森斯几句。

不过看到米尔斯在“怼”帕森斯时，我觉得挺大快人心！因
为我们平时看到一些学术著作时也是很痛苦，明明一两句话
就说清楚一个观点了，但作者还是要用大篇幅我们看不懂的
文字词语来论述这一句话，感觉自己好不容易懂了作者说什
么，但接着看下去就又被绕晕了。我想如果其他的社会学学
术著作也都被米尔斯以几段文字转述出来，那我们在读这些
书的时候肯定会省不少劲儿。而这也就是米尔斯提出的“宏
大理论家”的一个缺陷：玩弄语义暧昧的术语，常常围绕着
几套复合的事实，阅读时必须了解、控制其隐含的意义并予
以明确。

除此之外，宏大理论还有其他两个缺陷：

一、思考层次过于一般化，宏大理论无法落实到现实情景的
观察和处理中去；

二、错误地构想了价值取向的规范性结构，也就是帕森斯认
为社会就是一个宏大的体系，人们“困”在其中，也必须接



受一定的“社会化”教育，使之成为社会化的人。我觉得帕
森斯夸大了制度和规范的作用，也忽视了社会是动态的，他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个社会发展，想用一套“万能理论(制
度)”来总揽社会古今之变，是不可取的。

社会学书籍读后感篇五

作者米尔斯是美国社会学家，他深受德国古典社会学理论和
米德的实用主义社会学的影响，在政治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
领域内颇有建树。米尔斯批判了50~60年代在社会学领域占主
导地位的学说，分别是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大
理论”和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抽象的经验主义”，指
出当代西方社会学正面临着深刻的理论危机。而这本出版
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其非常有代表性的社会
学著作。

该书分共十章，分四部分。

第一章是承诺，对“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涵义及意义做了总
体阐述。

第二至六章批判了社会学科几个久而成习的偏向，分别是宏
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各种实用取向、科层制的气质、各
种科学哲学，点出社会学研究中脱离实质性问题而沉浸于概
念王国中，或因受制于方法论的规制而背离社会学研究的初
衷。

第七至十章是提出自己对“社会学研究”的理解，人的多样
性、历史的运用、论理性与自由、论政治，这是作者的对研
究社会学的新方法与新视野。

最后一部分是附论:论治学之道，其核心内容是米尔斯独特的
社会学方法论。



诚然，我认为对我们初学者来说，比较实用的就是部分就
是“附论:论治学之道”，值得敬仰的思想家们并没有把自己
的工作与生活割裂开来，而是希望让两者相得益彰。也就是
说，在我们的学术工作中，要学会运用个人的生命体验，并
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通过这一章，可以看到米尔斯
全书的写作逻辑和行文思路，更为重要的是，米尔斯的治学
之道，对我们初学者来说，是完全可以参考他的理论方法的，
他一步步告诉我们做学术研究的具体步骤:

1.建立学术档案。在这种档案中，个人体验和职业活动彼此
交融，鼓励捕捉“边角闪念”，甚至是梦境。档案可以用来
核查避免重复工作，也能节省精力。

2.维护学术档案。维护学术档案本身就是一种学术生产，通
过维护学术档案，并由此培养自省的习惯，学会保持内在世
界的清醒。

3.定期回顾笔记。在社会学科的研究中，应该出现三类中间
讨论--关于问题、关于方法、关于理论，并重新导回研究。

4.阅读他人的笔记作为补充。总体来说，我觉得附论部分是
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细读吸收并且运用的。

下面是我自己基于个体和社会的一些思考。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生活在特定
的时空里的，都是社会人，你是社会人，我也是社会人小佩
奇，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参与到对社会的改造过程，参与到
时空变迁的发展过程。诚然，每一个个体的存在，于整个历
史洪流来说，犹如蜉蝣之于沧海，渺小又短暂。那么，我们
身处的社会，到底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影响我们的生
活?我们短暂的个人又是如何参与到社会的建构中，二者又是
以怎样的方式发生着怎样的关联?我觉得这是社会学研究比较
有意思的点。



米尔斯在开篇就谈到什么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认为，

社会学的想象力是一种心智的品质，一种帮助利用信息增进
理性，看清世界、分析事件全貌的能力。

其最大的作用就是区分了“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
构中的公众议题”，这是一种视角的转化能力，即个体到现
象级，由特殊性到普遍性。

这种社会学的想象力，简单理解就是不能让所谓的“专业”
的界限、“学科”的界限来阻碍这一思维能力在一般社会大
众生活中的发展与运用。也就是说，社会学、历史学、文学、
哲学所给予我们的内容的意义，在于培养一种能够超脱个体
的思维能力，就像是站到一定的高度，高屋建瓴一般从云层
来俯瞰芸芸众生的世间百态，同时又要从高处走下来找到我
们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去探寻人与人、人与社会、各个社
会角色之间的关联，去参与现实和历史的建构。

形容的再简单形象点，就像我读这本书的痛苦感触一样，先
把我的灵魂先抽离出来让它飘在半空中，去审视这个叫“小
可爱”的人，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怎么形成她这
个性格和人格的、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是什么力量使得“小可
爱”是“小可爱”，而不是别的谁。进一步，她与在座的人
的联系是什么、彼此之间如何沟通关联。再进一步，我们这
群人为什么会坐在这里、我们的沟通交流为什么是这样的一
个状态。更进一步，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又是什么样子的、
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什么位置，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它的变迁、
它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再发散一下，离开社会学的框架，人
类的存在又有何意义，宇宙的终极真理是什么，宇宙的存在
和人类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而意义又是什么。

当灵魂回归这个躯壳之后，“小可爱”还是该完成“小可
爱”的个人使命，走完人生这场宿命。作为个人，我们只有
通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中，才能理解自己的经历并有能力把



握住自己的人生走向，不至于在社会历史洪流里无所安放而
感到茫然。

用作者的话来说，社会学的想象力相当程度上就在于有能力
从一种视角转换成另一种视角，并在此过程中培养起对于整
个社会及其组成要素的充分关照。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生活
的共同尺度”，帮助我们面对“正在发生的各个社会结构的
非人性的急剧变化”，并通过“控制在其身后发生的结构性
变迁的方式”来处理个人生活中面临的种种困惑，帮助我们
找到“所珍视的价值”，以及“威胁到这个价值的要素”，
以避免冷漠和焦虑的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