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优秀5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通过报告，人们可以获取最新的信息，深入
分析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下面是小编带来的优秀报告
范文，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篇一

最终想补充一点自我另外的想法，同城市完备的基础设施、
便利的生活方式和先进的医疗教育资源，农村自是不能比的，
城市成了人们汲汲以求奔向的地方，农村逐渐虚空成空巢，
某种意义上，乡土社会已经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落后、负累，
但其中的乡土之情却不是能够如此这般轻易抹去的。经济在
发展，物质在充盈也在被摧毁，但情感，我们不能轻易说放
弃。乡土社会中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传统，那种贴近
泥土的亲近自然，那种比邻而居相互串门的热情街坊，还有
鸡犬相闻的那份安逸闲适，都是乡土社会中诸多概念构建的
骨架中鲜活的血肉，在这个城市化不断发展、农村逐渐被淘
汰的时代，也能化作一种让人割舍不下的情怀。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篇二

刚看这本书的时候，总会想起艾青的诗――《乡土中国》。
诗中有一句话特别深刻：为什么我总是热泪盈眶，因为我深
爱这片土地？我想对书中的一些句子发表我的看法。

在书的开头，我提到了一个美国朋友，他从内蒙古旅行回来。
他说中原家家户户总划一小块地种田，却没有想出其他办法
来利用这块地。好像中国自古以来就是靠土地发展的，我们
对土地的依赖根深蒂固。“光荣的历史是从土壤中生长出来
的，自然会被土壤所束缚。现在飞上天很难。”我们脚踏实
地，我们热爱这片土地，我们珍惜这种乡土气息。



当我看到费老写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他的奶妈偷偷把一袋
用红纸包着的泥土塞在他的箱子下面的炉子上时，我想到了
我的家乡朝阳。众所周知，潮汕地区节日期间有许多敬神的
活动。有人说这是迷信的做法，但在我看来，这也是一种内
心的信仰。对神的尊重来自祖先和环境。这种尊重代代相传，
逐渐成为一种传统。这种简单质朴的风格让我觉得自己是其
中的一部分，自然而不做作。

“当地社会的信用并不重视契约，而是发生在一种行为的规
则为人们所熟知的可靠性而不加思考的时候。”当社会竞争
不那么激烈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建立信任就没有那么难了。
彼此之间没有算计和心机，单纯是心中油然而生的信念。这是
“土里土气”的一个特点，真实、朴实、迷人。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篇三

这是作品的整个讨论，前者为“书”的印象是，有很多故事，
有情节。今天是这本书的纸张类型的第一次接触，在这个陌
生的推理，实在太难看了。它的每一个字可以理解，因此，
只有最冷静的思考在里面平静的时间阅读。我个人认为，对
于这样一本书只读一次收获不够的，有重读的前几章，发现
一个框架，还可以与作者的写作整本书的意图分析相结合，
要表达的意思这句话的，因此，对于现在的小学，我也只能
算做在书说话的一切。

佩服书中的说理，文字在乡下生活是否有作用研究本就已经
很难论说，但作者可以通过将城里教授的孩子和乡下一个孩
子形成对比分析清晰地让人理解：城里人只熟悉城里的事物，
正像乡下人只熟悉乡间一样，乡下人会在城里的人因为一些
无知受到人们嘲笑，城里人同样也会在乡下遇到很多不认识
的事物，虽然没人嘲笑以及他们，但说彼此“愈”确实存在
没有企业根据。城里孩子学习学得好成绩高，但捕蚱蜢不如
乡下教育孩子，这都是一种平等的，文字在乡下不如在城里
普及就像城里人不懂农家科技知识都是一样是很自然的。于



是教师要想实现文字下乡，文字在乡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就要不断加快经济转型，充分而有力。

无论是立足之本的讨论，或从实际出发，中国是一个“原
生”的国家，一个憨厚，用黄土样的国家性质的成分。中国
人自己有一种“土气”，平静，诚实，没有心计，中国人含
蓄，他们所面临的困难，首先想到的是“自我否定”，继承
了这一传统，在当地社会，传承至今。

曾经的乡土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正逐渐向着“浮士
德式发展”。在当今我们中国，许多企业新型教育思想进行
冲击着就有的传统，这是一个乡土社会工作面临的机遇，保
持就有的优良传统的同时通过吸收新的文化，加快产业转型，
这是当务之急。

根据作者对礼治的定义，中国社会仍然是一个礼治社会，和
谐社会，一直被视为主流，德法协调。正是因为礼治思想的
准则，法律才是现代社会的象征，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
它并没有道德观念那么流行。笔者认为人的统治有时可以达
到法治的效果，这是人的统治具有悬念和惩罚的灵活功能。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篇四

印象之中，这已经是我第三次还是第四次读费孝通先生的
《乡土中国》，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感悟。如果说之前几次
读，只是纯粹出于记者工作的本能和探究中国发展变迁的兴
趣使然的话，那么这一次细读，则已经建立在自己两次尝试
社会学考博，对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比较熟悉的基础上，
因而此次阅读，才会对于费老的理论建构能力和“君子不
器”的治学作风，有更为深刻的感受。

费老在后记中所说，如果把他的《江村经济》看作是社会学
社区研究中典型的个案研究论著的话，那么这本《乡土中
国》，则属于社区研究第二个层面的作品——比较研究。实



际上，我对费老的这个界定是有疑问的，因为《乡土中国》
一书篇幅虽小，但探讨的都是中西社会比较，或者说中国的
乡土社会与现代社会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生态的比较
这类相对宏大的内容，显然这本书，已经很难用社区研究的
框框前去界定。如果套用现代社会学的分类话语的话，这本
书更多可能应该属于发展社会学或者说比较社会学的范畴。
从中西社会比较的内容来界定，则本书属于比较社会学;而从
中国不同社会形态变迁的角度来看，本书则属于发展社会学。

实际上，用这类严格的学科分野话语来界定费老的这本书，
如果在费老本人看来的话，多少显得有些迂腐和可笑。尽管在
《江村经济》中，费老细致地展现了自己个案研究的能力、
深度与广度，但对于他们那一代学人来说，融家国情怀于其
中的宏大叙事冲动，是不可避免的。这也是《乡土中国》关
注中西社会形态比较这么宏大主题的重要原因之一。与费老
同时代的华人学者，黄仁宇提出了“中国大历史观”，吕思
勉更是致力于中国通史的写作与研究。这些学者的家国宏大
叙事冲动，跟身处一个动荡不堪的乱世，救亡与图强成为知
识分子最重要的命题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即便就拿《江
村经济》这样的从小处切入的个案研究论著来说，费老其实
也有着强烈的以此映证中国乡村整体发展状况与出路的潜在
动机。

中国阶级分析读书报告篇五

《乡土中国》作者费孝通，这本书收集了14篇文章，根据他
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讲授的“农村社
会学”的内容，分阶段连载，考察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
这本书是对社会结构本身及其性质的分析，偏向于一般性质，
把它作为发展中国社会学的方向。

印象最深的是关键词“本土”，这至少是当时整个中国社会
的线索。农村人是中国的基层。从基层来说，社会是地方性
的；当地社会的本质是当地文盲的根本原因。只有这种乡土



性改变了，文字才能下乡。作者在这一部分使用的分析方法
似乎更为普遍，即从现象中看本质。人的社会环境的差异导
致了社会行为的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我们不同的秩序模式
上：中西方社会生活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
每个人都是他的社会影响力所推出的圈子的中心，而西方人
则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融入集体。秩序也有差异，包括礼治、
法治、人治。就中国传统而言(可能受儒家影响)，礼治更为
明显，而西方秩序是法治的；另外，政治体制和权力结构要
更上一层楼，这是我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看完《世纪评论》，再看农村和城市，中国和西方，这两对
差异或矛盾似乎是有道理的。人与人的关系，社会与人的特
点，都可以在这本书里找到。

作为社会学入门书，《乡土中国》很容易被读者接受。看了
之后真的感触很深，相信大家看了之后都会有一些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