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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维吾尔族城乡女性比较研究:以切克曼村与乌鲁木齐市为例》以切克曼村与乌鲁木齐市的维吾尔族女
性为例，通过社会背景、受教育程度、婚姻文化情况、家庭文化背景、宗教信仰以及政治参与等多方
面的分析，向读者展现了当今维吾尔族女性的生存现状。

民族学与人类学倡导人类不同群体之间要宽容、尊重、公正、理解，这个主张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世界上每个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最好的、最优秀的。
这既是一种天生的感情，也是一种偏见。
当今弥漫于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歧视甚至争斗，正是源于这种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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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尔古丽·阿不都苏力，1975年7月生，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人，法学博士。
现任新疆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旅游管理系主任。
1998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1998年一2009年12月在新疆博物馆工作；2010年2月调入新疆农业大学人
文学院旅管系。
2006年9月一2009年7月在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白振声。
曾主持自治区教育高校课题1项、新疆农业大学校级课题1项；参与两项国家级课题、多项自治区级课
题；公开发表《塔吉克族女性在家庭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探讨》、《生态移民的社会文化适应研究—
—以塔什库尔干阿巴提镇为例》等论文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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