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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性质

全日制攻读人类学专业学位入学考试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考试

内容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类学理论，主要涵盖人类学学科的

内涵及特点，学科主要理论流派，主要分支学科，学科基础性内容（包

括婚姻、家庭、亲属制度，人格与文化，语言与文化，生计与经济生

活，族性与社会分层，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宗教仪式），以及人类

学的应用与当代变迁等内容。第二部分是人类学研究方法，主要涵盖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含义、内容、类型、特点、基本要求、价值与意义，

以及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的各种细节问题（包括田野调查前的准备、实

地调查的具体方法、实地调查的记录和调查报告的撰写、田野资料分

析等）。

二、考查目标

测试考生对于人类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基本研究方法

等基础知识的掌握情况，并测试学生是否掌握一定的运用人类学相关

理论来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考试形式和试卷结构

1.本试卷满分为（150）分，考试时间为（ 3 ）小时

2.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

3.试卷考查的题型及其比例

名词解释题，约 5 题，每题 6 分，总计 30 分；

简答题，约 3题，每题 20分，总计 60 分；

论述题，约 2题，每题 30分，总计 60 分。

四、考查内容

一 、人类学的内涵与本质



何为人类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的学科理念及分支学科，

人类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主题；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法、访谈法、

抽样法、谱系法、个人生活史，民族志，主位与客位的方法，大传统

与小传统，大规模社会与小规模社会，田野调查的伦理，田野调查的

步骤与过程，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人类学的伦

理问题；人类学与当代生活。

二、文化的性质与内涵

文化的概念；文化的特征；文化的调适与变迁；跨文化研究方法，

如何在实地进行文化研究。

三、人类学的理论发展过程

进化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观点和理论缺陷；传播论的代

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理论缺陷；涂尔干、莫斯的社会决定论的基本

观点及其代表著作；文化相对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历史特殊

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观点和理论缺陷；功能论的代表人物及

其主要著作、观点和理论缺陷等；新进化论、结构主义、象征人类学

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观点和理论缺陷；结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

理论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著作、观点和理论缺陷；后现代主义与人类

学理论的重构的内涵、代表人物及主要著作和主要观点。

四、人类的体质基础与人类文化起源

体质人类学与生物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与属性；生命的物质基础、

进化、变异与选择的含义和形式；人类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人体差异

与人类文化之间的关系；人种和种族的内涵。

五、语言与文化

语言的内涵及结构；语言和言语，语言的特点；结构主义；语言

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联；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话语分析；交际民族

志的内涵；非语言交际。

六、人格与文化

自我与行为环境；人格、群体人格与国民性的内涵与特征；濡化

与社会化、涵化的内涵与特点；文化中断与文化适应。

七、生计模式与经济生活

调适与生态适应；寻食生活方式（狩猎、采集）的内涵、特点以

及对人类社会的影响；生产食物的生活方式（游牧、游耕、畜牧、小

型园艺种植、集约农业、产业化农业）的内涵、特点以及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文化生态学与文化区。何为经济人类学；生产中的劳动方式、

技术和调整机制的内涵与特点；互惠、库拉圈、再分配、市场交换的

内涵及类型。乡村人类学的内涵、研究领域与范围；精耕农业与乡村

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八、婚姻、家庭、亲属制度与社会组织



性别与社会性别；性关系的控制与乱伦禁忌；内婚制与外婚制；

婚姻与家庭的关系；婚姻与交换的关系、婚姻的缔结方式；婚姻的形

式；离婚与再婚；家庭与家户；家庭的功能；家庭的类型与形式；家

庭与家户内部的组织形式；继嗣群体的类型、形式与功能；亲属称谓

的内涵及类型；居住原则的类型。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包括年龄分

群、性别分群的特点及表现形式；共同利益社团的内涵。

九、族性与社会分层

族群、民族与族性的涵义；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族群或民族

身份的确立；族群特质与族群边界（族界标志）的内涵与特点；族群

认同的产生方式；族群理论与族群关系。社会分层的标准；社会分层

的类型；社会分层的理论；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内涵及特点。

十、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

权力与权威的内涵；权力与政治资源；政治组织的类型及特点；

社会规范与控制机制；内化控制与外化控制；民间习惯法和法律的定

义及功能；正式的社会控制与非正式的社会控制；政治制度的作用；

政治制度的合法化问题；政治人类学的研究取向。

十一、宗教与仪式

宗教的含义和宗教的总体特征；人类学如何对宗教进行研究；超

自然存在和力量的表现形式及内涵；萨满及宗教专业人员的职责与功

能；仪式与庆典的内涵、种类及区别；仪式与象征；巫术的内涵及功

能；巫术与宗教的关系；信仰维系的适应策略；宗教的功能；宗教与

社会的关系；宗教与社会变迁；宗教与文化变迁。

十二、文化展示

口述的内涵、类型与特征，人类学与口述之间的关系；如何研究

口述；文化撰写的三种模式；文化撰写的建设性认识；民族志电影的

实践特点；影视人类学的定义；民族志电影的拍摄原则；艺术的文化

转换内容；艺术的形式与内容；人类学如何研究艺术；艺术的意义。

十三、乡村与城市

乡村的内涵；城市的内涵；乡村和城市的特点；精耕农业与乡村

人类学；大传统与小传统；恰亚诺夫理论；形式论与实质论；道义经

济；乡村都市化的内涵；社区研究；网络分析法、情境分析法、时间

历史分析法；城乡推拉理论。

十四、人类学的应用

人类学的应用历程；人类学的应用范围；人类学应用的职业与研

究渠道；应用人类学的角色与工作模式；应用人类学的价值取向。国

内外都市化问题研究的主要范畴；城乡的推拉理论；城市的起源及城

市中的社会关系；城市的本质；中国乡村都市化与城乡关系研究；中

国都市过程及其研究；中国城市的阶层与族群问题；世界上几种农民



进城的方式；都市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十五、人类学的研究策略

田野工作的研究取向；田野研究的类别；研究性质和田野伦理；

田野调查方法的内涵；田野调查的过程；结构式访谈和半结构式访谈；

参与观察；田野资料的记录与整理；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民族志写

作基本知识；民族志发展阶段；民族志写作的基本内容；民族志写作

的基本规范；民族志写作的基本技巧；民族志写作的价值与意义；后

现代民族志的反思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