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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学科是民社学院相对较新的学科，2002年，我院开始招收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本科生，2006年获社会学硕士学位授

权资格。至今已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38人，现有在校生21人。授予法学硕士学位。 

经过几年建设，社会学学科建设水平有较大提高，是一个充满活力且发展前景良好的学科。总体看来，本学科学科特色鲜

明，优势明显，体现在： 

 

（一）学科特色： 

1.在学科方向和研究内容上，凝练出社区研究、社会人类学、社会心理、社会工作等四个方向。其中社会人类学视野涉猎北

部湾以及华南现代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社区，关注民族生计、社会转型、科技文化等现实问题；社会工作重点关注民族区域社会发

展过程中社会工作的文化介入等现实问题，对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区以及区域民族社会的社会保障、救助救济与社会工作民族地

区的文化介入展开整体性研究；社会心理主要探讨西部民族地区社会政策与心理干预等；社区研究注重突出广西社会发展过程

中，壮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变迁的研究。四个方向既各具特色又互为一体，彰显了学科的学术与人文关怀。 

2.在学科研究方法上，秉承社会学“华南学派”学术传统，倡导田野调查与实证研究。本学科强调研究的田野功底，力求理

论与实际相契合。目前已在广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建立了十多个田野调查实习基地或协作点。 

3.在学科研究成果上，取得了一批有着较高水准和较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学术成果。近年来，本学科在民族地区和谐乡村建

设、少数民族宗教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工作的文化介入等方面，取得了系列研究成果，在提升学术和服务社会

方面均有成效。 

4.在硕士人才培养上，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成绩。本学科非常注重学生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参与能力的培

养，先后有两批、四人次获得了第三届、第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三等奖，广西区一等奖。 

 

（二）学科优势： 

1）师资力量雄厚。本学科现有教授1人、副教授7人、讲师3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5人，是全国研究广西乃至华南区域民族

社会文化变迁教研人员优势较为明显的团队。在乡村社会研究等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和较高水平，学生培养质量较高，为学科的

未来发展奠定了较高的起点。 

社会学学科带头人秦红增教授是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编辑部主任 、哲社版执行主编、中山大学兼职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博士

生导师，2005年以来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40多篇，出版《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乡村社会研究》、《瑶族村寨的生计转型与

文化变迁》、《苗族文化的变迁图像:广西融水雨卜村调查研究》、《参与式社会评估：在倾听中求得决策》、《文化人类学概

论》等著作，其中专著《桂村科技——科技下乡中乡村社会研究》获得国家民委2006年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三等奖。目前在主持1

项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4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工作。 

2）成果“现实性”突出。本学科突破传统人类学“原始的”社会文化研究领地，研究视野涉猎北部湾以及华南现代的乡村

社会和城市社区，重点关注中国—东盟合作开发、民族生计、社会转型、科技文化等现实问题。秦红增教授关于“文化农民”的

系列研究，不仅让人看到科技给苗家瑶寨带来传统生计文化的变迁，同时也引导人们思考科技给广大的民族乡村所带来的社会转

型。吴国富、韦丹芳等关于移民、科技、技术转移方面的研究，展现社会转型中广西城乡社会特有风貌。 

 

（三）发展前景： 

1．对解决广西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问题有重要意义。在广西转型过程中，贫困、养老、性别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推

动社会学学科的建设发展，对解决广西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有利于更好地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服务于广西社会发展。相关专业人才相对欠缺，因此，促进社会学学科的建设有利于更

好地培养相关专业人才，服务于广西社会发展。 

 
首 页

 
部门概况

 
硕士点简介

 
招生信息

 
导师简介

 
培养管理

 
学位管理

 
就业、离校工作

 
科研创新

 
在职教育

 
研究生会

你的位置：广西民族大学 研究生处 >> 硕士点简介 >> 专业分类 >> 详细内容  



TAG: 硕士点 社会学  

上一篇 下一篇

广西民族大学研究生处 通讯地址: 广西南宁市大学东路188号 530006 为达到最佳视觉效果，建议使用IE浏览器在1024×768以上分辨率浏览  

广西民族大学 研究生处  | 站点地图  | 友情链接  | 联系我们     标题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