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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社会心理学系列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体系》主要介绍：第一篇和第
二篇（互动论和社会交换论）是社会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第三篇、第四篇和第五篇（精神分析
的社会文化学派、社会学习论和社会认知论）是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第六篇（人类学中的
文化与人格理论）为文化人类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探索，第七篇（欧洲社会心理学）反映的是欧洲社
会心理学研究的理论进展；最后的结语部分则讨论了后现代思潮下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理论的
内部争议和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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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解释语库研究的核心内容在于解释认识如何运用解释程序和话语结构来达成特定的目
标并完成身份建构的，或者更通俗地说，人们是怎么样根据语境运用适当的方法来组织他们的陈述继
而描绘他们的行为和观点的。
语库不是被理解为内在的与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存在，因此研究不会因为需要进行通常是困难重重的自
然群体边界的识别工作而受到阻碍，例如，在利用解释语库对生物化学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有的
生物化学家都习惯利用两种解释语库构造他们的陈述。
在其他科学家的话语中也发现了这些语库，甚至曾经有学者提出法律界也运用了类似的解释程序。
与其不那么可靠地假定所有这些人——生物化学家、社会科学家和律师——是属于同一个社会群体的
成员，倒不如接受语库是许多不同群体的成员都可以获得的这一命题，这样会更加富有成效。
当然，陈述模式不会被用来划分社会群体，任何在群体和语库之间寻求相关性的尝试必须注意的一个
问题是，不要假定某种实在论的去语境化的群体身份。
话语分析认为群体身份是一种建构的结果，当然这并不是说，人们总是可以随心所欲地自由地改变他
们的身份和范畴，大多时候，身份是其他人的安排，或者是更一般的制度的安排的偶然产物。
不过，加芬克尔的研究表明，即使是最明显的自然范畴，如性别，也具有建构性质。
但是，语库的研究关注在不同的语境中，在完成不同的解释任务时，人们是如何通过叙述建构出本群
体身份并赋予其高度可变的群体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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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社会心理学理论与体系》为社会心理学系列教材,新世纪高等学校教材,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
家级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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