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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社会学的著作与教材在国内外已经有多个版本，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和阐述了教育社会学的理
论与方法，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流派与风格，不断丰富着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文献。
在这样一些著作与教材中，有一类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即由一批年轻的教育社会学家撰写的教育社会
学专著。
它们的独特价值不仅体现在学术上的睿智，理论上的犀利，还体现了这些年轻学者个人的风格，甚至
是他们的感受与激情。
在我看来，更加可贵的是，他们作为新生代的教育社会学家，能够用一种新的视角和直观，给教育社
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带来一股新的气息，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学术“味道”。
在这样一类教育社会学的作品中，在这样一批年轻的教育社会学家中，徐瑞及其他的“教育社会学”
则是我非常熟悉的，同时也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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