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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以某职业高中生建立的ＱＱ群组为个案，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探究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
我呈现，从而揭示该群体的文化特质及生成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污名的承受者、消极情感的体验者、学历的渴望者以及

顺从文化的践行者是职业高中生自我呈现的方式，四种角色作为教育制度驯化的结果连接了自我与文化，并表现出顺从

的群体特质。研究发现：作为顺从文化的表征，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自我呈现的作用根基是现实的教育制度；对自我

的二重区分表明制度作为“铁笼”压制了个体的能动性，使其行动表现出强烈的路径依赖；遵从制度价值和规范形成的

顺从文化是制度化的结果，导致了强化已有制度的合法性并裹挟于其中无法抽离的副作用后果。此种顺从文化亦能推

动对教育制度与职业教育作用的再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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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社会的原子化发展使社会成员之间缺乏有效

互动，导致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专制无处不

在［１］，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弱势群体能够借助互

联网平台寻求鼓励和慰藉［２］。职业高中生在中

国传统文化语境中经受污名而处于边缘地位［３］，

缺乏话语权力并被他人言说，网络空间使原本缄

默的职业高中生聚集在一起呈现与言说自我。网

络空间是日常生活实践的重要构成，能够生成和

重塑文化并形成多样的社会文化现象，身处其中

的职业高中生作为意识社群，表现出的共享符号

是群体文化的曲折表征，因此他们在虚拟世界中

的自我呈现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诠释群体文化，但

国内学者对这一现象的关注略显不足。

针对职业高中生的相关研究包括应然层面的

理论探讨，如改善职业高中的课程与教学以及提

升职业高中生的职业能力［４－５］，也有大量经验研

究以提升职业高中生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为目

的［６－７］。尽管上述研究涉及职业高中生的相关问

题，但多基于现实环境而非网络空间，多从客位视

角出发，忽视了该群体具备的能动性及其对外部

世界的主观意义建构。因此，本研究基于职业高

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揭示该群体文化的特

点及生成机制，旨在丰富学理层面的讨论并增加

对现实生活的关切。

２　对已有研究的反思
自我呈现由欧文·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Ｇｏｆｆｍａｎ）

提出，意为互动过程中个体旨在影响他人印象的

人际行为，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个体

有意操控行为以影响他人印象的形成，从而塑造

自身期望的角色和身份［８］；另一方面则为实现互

动的基本条件，有助于个体获得情境定义并维持

互动［９］，这一过程并非时刻涉及个体有意的欺骗

行为，而是行为在不同情境中的自然流露，甚至可

能威胁个体以期呈现的理想自我［１０］，二者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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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个体在互动过程中的外显行为是否受有意

的策略意图控制。大量研究延用第一层含义将自

我呈现等同于个体有意操控行为以进行管理印

象，而网络空间为整饰自我提供了潜在可能［１１］，

其开放性和匿名性便于个体进行策略性的自我呈

现，因此相关研究逐步从现实世界转向网络空间，

主要集中 于 社 会 心 理 学［１２－１３］和 传 播 学 领

域［１４－１５］，多关注个体的行为与动机、分析个体如

何进行形象塑造和身份建构以及此过程中遭遇的

自我认同的矛盾和风险［１６］，或运用量化和实验的

方法测量自我呈现的成因、特点、策略及影响

因素［１７］。

尽管上述研究为理解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

的自我呈现提供了基础性框架，但关注的角度多

为操控性的自我呈现，完全将自我呈现凝练为个

体意图的展现，并且仅停留在虚拟世界，缺乏与现

实社会的有力勾连。换言之，只注重个体的能动

性，对行动背后现实的结构性与制度性因素缺乏

考察［１８］。事实上，戈夫曼拟剧论的分析对象包括

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和作为展演角色的自我，二者

同时涉及外在情境与结构的限制以及个体的主动

性与能动作用［１９］。因此拟剧论的关键，不是对日

常生活中剧场戏剧诸面向的关注，而是借助自我

来分析由互动产生的实体结构［２０］，即从自我这一

微观视角出发寻求相对宏观的作用力和解释力。

有鉴于此，针对关键概念“自我呈现”的研究，不

能只关注作为表演者的自我并分析个体的行为动

机，而应当对作为展演角色的自我加以考量并分

析个体行动的意义与限制性条件。因此，职业高

中生在网络空间中如何阐释对外部世界的意义理

解以及面临的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张力仍需要进一

步挖掘，如何联系个体能动性与社会的制约因素

则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另外，已有研究过分依

赖拟剧论的相关概念，诸如“前台”“后台”“表达

的维持与控制”等频繁出现在讨论中，但放置于

中国的语境中，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本土文化。

所以本研究关注情境化的自我，但避免着重分析

个人的动机和意图，转而试图与现实世界进行勾

连，弥补制度与结构探讨的不足，从而实现本土化

的理论积累。

３　研究方法
互联网不仅是科技发展的产物，也是研究田

野与质性资料收集的途径和工具。传统的研究方

法对网络空间的考察力度有限，“网络民族志是

基于线上田野工作的参与观察研究。它使用计算

机中介的传播作为资料的来源，以获得民族志对

文化或社区现象的理解和描述”［２１］，该方法的出

现为理解兴盛的互联网及其衍生的文化现象提供

了可能。因此，采用网络民族志对职业高中生网

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加以研究，能够有效回应本

研究的问题并揭示出该群体的文化特质。同时，

网络民族志具备自身优势，其自然主义技术能够

使研究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展开，其匿名

性使职业高中生在其中的自我呈现具备更高的自

由度，易于访问的特性便于研究者亲近其文化并

生成共情式的理解。此外，互联网技术能够有效

且近乎完整地存储在线互动的相关内容，利于资

料的进一步处理和分析。

网络民族志与传统民族志的研究步骤一致，

二者的差异主要集中为研究对象的不同，前者为

线上社区，后者则是现实世界中的社区。线上社

区是指会进行公共讨论的介于宏观和微观之间具

备一定数量的社会群体［２２］。ＱＱ群的群聊功能方
便多人同时在线交流，其较强的互动性能够反映

群组的群体特征。“Ｂｅｙｏｕｒｓｅｌｆ”是由来自全国各
地的职业高中生共同建立的一个标记为兴趣爱好

的ＱＱ群组，建立于２０１７年９月。自研究开始至
结束，群组成员数量基本稳定在 ２００人左右。经
过该 ＱＱ群组的群主同意，研究者进入该群并进
行了长达８个月的参与式观察，从而对其中来自
不同省份、不同学习专业以及不同性别的职业高

中生群体的自我呈现加以了解。在 ＱＱ群中，成
员通过分享自身的学习和生活进行互动与交流，

因此对群成员交流的内容，包括文字、图片、表情

包等进行记录和分析。另外，诸多社交平台有与

职业高中生相关的互动话题，其中作为主体对象

的职业高中生自身参与程度较高，也为本研究提

供了辅助性资料。

４　研究结果
通过分析职业高中生在ＱＱ群组中的自我呈

现发现，他们在互动过程中传达出四种角色：污名

的承受者、消极情感的体验者、学历的渴望者以及

顺从文化的践行者。上述四种角色一方面蕴含对

现实的无奈和不满，职业高中生在现实中饱受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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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网络空间恰恰为该群体提供了宣泄情感的

平台；另一方面，职业高中生洞察到学历的局限

性，寄希望于自身努力并期待通过多种途径接受

更高层次的教育，试图摆脱职业高中生的身份和

命运。事实上，四种角色作为教育制度驯化的结

果贯穿其日常生活实践，表征着该群体文化的顺

从特质。

４．１　污名的承受者
制度具备社会整合的功能，通过压制越轨实

现社会控制。教育制度作为社会评价的参照规

范，界定评价内容并生成评价规则，个体一旦偏离

要求则会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无论是制度本身

还是制度内容，都需要依赖组织的运行，因此，学

校这一实体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压制越轨包括

正式与非正式两种途径［２３］。与普通高中相比，人

们对职业高中生充满了负面的刻板印象，譬如打

架斗殴、不学无术等。类似于封建时代的继承头

衔，个人获得的教育是一种身份象征。教育制度

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是极具权威的分类机制，因此

职业高中不只是中等职业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

而带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涵赋予个体社会角色。

群内的职业高中生初中毕业后，在升学评价机制

的作用下进入职业高中并获得职业高中生的身

份，经正式控制而遭受污名，“职高嘛，文盲进流

氓出”（１７６ｘｘｘｘ３９９）。主流文化的价值规则和判
断将进入职业高中定义为越轨行为，通过污名化

的方式实施控制的同时强化了已有的价值评判标

准。非正式的控制延伸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尤其体现在与其他群体的交往过程中需要时刻注

意他人对职业高中生这一身份的社会性识别，乐

于助人或者去医院看病都需要谨小慎微避免身份

的暴露，“医生一听我读职高完全变了脸”

（２４３ｘｘｘｘ２７１）。亦如戈夫曼笔下的精神病院，全
控机构产生的影响不局限于单一的物理空间场

域，却能够产生普遍意义上的压制［２４］，学校作为

制度性存在能使个体获得相应的社会经验和特定

角色以实现社会化，但同时对职高生的角色定义

成为整个社会共有的缄默认知并被广为接受。这

些共同的理解和象征符号嵌入基础的社会框架之

中，导致职业高中生在与其他群体日常互动的过

程中处于被强势群体控制的边缘地位。

４．２　消极情感的体验者
“由于学校立基在个人化、专门化、相互依赖

的社会角色的整合之上，所以社会控制诉诸于个

人内心的羞耻感”［２５］，因此学校基于道德生活体

系建构的表意性秩序会触发个体情感。职业高中

生认同教育制度的权威，会基于制度作用的结果

衡量自身与他人，并在情感上做出趋同性的反应。

他们与进入普通高中的同龄人比较后，发现职业

高中生的身份并未达到外界评价标准，不符合主

流的规范预期与文化价值，所以形成了矛盾复杂

的 情 绪，认 为 “读 职 高 背 负 罪 恶 感 ”

（３４５ｘｘｘｘ３２６１）。
情感上的消极体验类似一种惩罚机制能够对

个体的行为产生引导作用，因此职业高中生抵触

这一身份并试图降低其显要性。义务教育阶段结

束后的第一次分流使步入职业高中的学生成了失

败者并产生强烈的自卑感与羞耻感，他们可能会

通过切断原有社交关系的方式弱化这一身份，

“不和原来的好朋友联系了，我说不出口我上的

学校”（３４５ｘｘｘｘ３２６１）。但有趣的是，ＱＱ群中会
不时出现将职业高中与普通高中对立的话语，他

们通过贬损普通高中的方式实现共谋以表达情绪

上的不满，但此种做法却又在网络空间中强化了

他们职业高中生的身份。在主流文化与教育制度

的共同作用下，即使职业高中与普高同属中等教

育，但文化资源的差异决定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层

级关系，即职业高中生与普通高中生的地位在价

值规范中出现了纵向的秩序分化。事实上，消极

的情感体验看似是对职业高中生身份的对抗，实

则是对差异化意识社群的回应。

４．３　学历的渴望者
在现代社会中，分工精细化程度的提升要求

教育对个体进行基于理性化和专业化的分类培

养，职业高中恰能满足特定职业阶层对相应人才

的需要，因此教育制度的运行与社会分工的逻辑

相一致。ＱＱ群组成员经常讨论职业高中毕业之
后的规划，他们非常清楚毕业之后面临的严酷社

会现实，商业或服务业员工以及产业工人是较为

可能的职业选择，如流水线工人或者“包工头”。

２０１９－０１－１３２１：５５：０２（２４９ＸＸＸＸ５０４）
我们最多也只是包工头

２０１９－０１－１３２１：５５：２４（１７６ＸＸＸＸ３６３）
包工头不是挺赚

２０１９－０１－１３２１：５５：３６　（２４９ＸＸＸＸ５０４）
但是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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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０１－１３２１：５６：０６（２４９ＸＸＸＸ５０４）
大夏天的必须得站到太阳底下

……

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２３：１４：０７（３２６ＸＸＸＸ５９４）
一天工作１２个小时
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２３：１４：１４（２９２ＸＸＸＸ２３５）
多半进厂

２０１９－０１－２０２３：１４：４４（８６ＸＸＸＸ５６１）
这些过去都是干最苦的活，干一两年还把你

辞退了

……

ＱＱ群中的职业高中生意识到，文凭作为制
度化的文化资本形成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层级关

系，他们认为“大专的文凭还是没有竞争力”

（１８１ＸＸＸＸ２７５），只有获得本科学历才能够改变
不利境地，“多学点，考个不错大学，不要太早进

社会，学历低，很累的”（２４８ｘｘｘｘ２４４１）。因评价体
系和升学制度几乎无缘全国统一高考的职业高中

生，早已被排挤在竞争性流动体系之外。尽管如

此，即使面临职业高中师资和生源质量欠佳的限

制，Ｂｅｙｏｕｒｓｅｌｆ群组的成员经常在ＱＱ群里交流各
种学习方法，相互鼓励参加技能大赛，或者相互推

荐提供升学考试等相关服务的教育机构，力图为

提升学历增加筹码。他们洞察了职业分层的原

因，清楚文凭的筛选机制将会使其处于职业结构

的底层，因此表现出对教育制度的强烈依附，渴望

通过进一步接受教育并获得更高的文凭来突破

现状。

４．４　顺从文化的践行者
培育顺从文化是教育制度的另一功效。制度

具备规范的社会功能，为个体的行动提供导向，同

时规范系统如一套奖惩系统，其中的规则表明何

种行动选择有益，何种行动会受到惩罚。首先，顺

从文化的逻辑为个体行动者提供外在的意义参

照。在进入职业高中之前，成绩以及获得好成绩

的能力作为一种特殊的控制形式发挥作用，从而

判断学生是否服从教育［２６］，职业高中生的行动逻

辑与学校教育对个体的规范性期望相悖，因此进

入了职业高中，“我初中就是懒、不努力，成绩差，

所以就沦落到职高了”（２９４ｘｘｘｘ７６１）。其次，自我
发展的路径具备内在参照性［２７］。ＱＱ群组的成员
进入职业高中后，通过日常生活实践洞察到学历

是社会分工的基础，并认识到职高学历对未来生

活的局限，因此在对现实进行反身性思考后表现

出对文凭的认同以及提升学历的强烈渴望。学校

培育的顺从文化使职业高中生认为具备与教育制

度和文化规范相一致的品质就能接受更高的地位

教育而非生存教育，所以他们认为个人努力是摆

脱污名与改变未来人生轨迹的重要途径，并进行

了重构自我的尝试：

命运是真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愿不愿

意去 努 力 改 变 也 只 有 你 自 己 能 决 定。

（２３８ｘｘｘｘ４３８）
以前我特别喜欢偷懒，喜欢享乐，我现在觉得

自己的改变很大。（１３５ｘｘｘｘ８０８）
……

职业分层是社会整合的途径，但职业角色并

非受之于天命，职业高中生认为通过努力和奋斗

提升个人的文化资源则可能改变未来的职业角

色。学历的高低能够将社会范畴的分类自然化，

即接受的教育与分工从事的工作直接相关，因此

职业高中生的思维习惯早在学校中得以形塑，努

力奋斗和认可教育制度的力量已成为集体意识的

一部分。

职业高中生在与其他群体的日常互动中需要

小心进行印象管理，避免制度化身份的暴露。他

们表达自身羞愧或愤怒的情感则是对层级化的意

识社群，即制度作用结果的自然回应。尽管职业

高中生这一制度化的身份使其遭受污名，但他们

信仰制度的作用，认可勤勉的品质并付诸实践，期

望通过对制度的顺从获得更高的学历从而摆脱困

境。因此，四种角色是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的

自我呈现，却是现实教育制度驯化的结果，表征着

该群体顺从的文化特质。

５　讨论与分析
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依赖文

字、表情符号等互动，通过此种方式生成共享意义

并扮演相应的角色。角色是自我与文化之间的联

结［２８］，因此职业高中生在其中的自我呈现是该群

体顺从文化的一种表征。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空

间中的情境定义作为职业高中生在其中互动与呈

现自我的基础，与现实的教育制度紧密相连。面

对制度的规范作用，个体的能动性受到限制从而

表现出顺从，因此顺从文化是制度化的产物，同时

此种特质作为行动的副作用后果强化了制度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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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使其陷入顺从制度的闭环。

首先，顺从文化是基于制度对个体能动性二

重区分的结果。戈夫曼的著作中充满了自我二重

性的张力，拟剧论是对作为表演者的自我以及展

演角色的自我的讨论，事实上，他借助微观的个体

能动性揭示社会的制约因素，也隐含了对个体能

动性的区分。职业高中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

现，体现了他们实施符合自己心意的决策能力，即

在虚拟世界呈现污名化的现实遭遇，宣泄消极的

情感体验，同时作为学历的渴望者与顺从文化的

践行者也表明他们早已栖居于制度之中［２９］。从

行动者实施行动的角度出发来看，职业高中生群

体反身性思考的能力极强，他们会对污名化的经

历以及教育制度的作用进行反思性监控，洞察到

生存教育与地位教育的差异，借助能动性实现自

我控制，通过践行顺从文化要求的品质重构自我，

渴望改变自身在教育场域中的位置，因此这一群

体具备极强的能动性（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ｇｅｎｃｙ）。从结构
与能动性关系角度出发，职业高中生群体反思过

程中依赖的实践意识和话语意识均受制于外部的

结构环境，个体的能动性（ａｇｅｎｔｉｃｐｏｗｅｒ）极为有
限。尽管职业高中生群体基于制度形成了一定认

知，理解自身以及身处的社会环境并做出与其符

合的社会行动与物质性实践，但制度的强大力量

使其深陷其中并渴望获得更高的学历是对制度路

径依赖的结果，此种看似理性的行为实际上是丧

失自由的异化，转而成为制度的奴仆。理性化的

制度“铁笼”使其成为污名的承受者，但他们却只

能仰赖于制度摆脱污名身份与所属的地位群体，

因而群体文化呈现出顺从的特点。

其次，职业高中生群体的顺从文化是制度化

的结果。戈夫曼重视作用于自我结构的情境和制

度。对于职业高中生而言，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

自我呈现更多源自现实情境，现实生活中与其他

群体的互动经验使其在网络空间中诉说污名的经

历或表达个体的情感体验，他们只能在社会框架

极强的结构性和强制性中调节自身。同时，学校

的社会作用包括培养与传递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

文化，也包括筛选和分化使学生走向不同的工作

岗位乃至遵循不同的人生轨迹。文化可以经由两

种方式生产———日常互动本身的经验以及专业的

文化生产组织［２６］。价值观与价值判断以及组织

设置是构成制度的两个要素［３０］，职业高中生在互

动过程中传递的四种角色源于与其他群体的互动

经验以及学校组织的作用。前者受到教育制度评

判价值的影响，其中包含的评价机制具备强效的

控制作用；后者则是教育制度的实体组织设置，通

过形成地位群体的方式实现学生的社会化与社会

整合，所以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共享的意义机制亦

会产生范畴分类的控制效果，是影响职业高中生

群体在网络空间自我呈现的根本原因。在某种程

度上，这一群体自我呈现的社会行为受教育制度

价值标准的影响逐步定型化，同时被制度制约，能

够使个体认可顺从制度的合理性，也能够使个体

的行为具有可预期性，因此其表征的顺从文化亦

是制度化的结果［３１］。

最后，作为顺从文化的表征，职业高中生群体

在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产生了副作用后果，即

增强了制度的合法性机制与控制力量。合法性机

制是指社会制度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社会事实

并具备强大的约束力，从而规范人们采取的行

动［３２］。从行动论的维度来看，职业高中生群体作

为学历的渴望者和顺从文化的践行者，其行动兼

具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教育制度的分层机制植

根于个体的文化—认知系统，个体希望能够从中

获得相应的利益或抵御一定的损失。他们希望借

助升学考试制度进入本科来获得更高的学历，此

种行为是对教育分配个体社会地位的理性回应，

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教育制度运行的逻辑，

因此采取实践理性的方式来实现个人认为具备价

值的目标，在制度的洪流中抑或主动抑或被钳制

向前。职业高中生认可教育制度的权威与作用价

值，其合法性被他们广为接受并引导他们思维与

行动，因此他们渴望获得更高的学历以归属相应

的地位群体，并试图借助践行制度价值重构自我

来实现此种目的。但正是职业高中生看似合乎理

性的行动却产生了副作用后果，包括可预期性与

非计划性两个面向［３３］。制度使职业高中生蒙受

污名，也是形成当前与未来地位群体的根源，所以

职业高中生自我呈现的一大特点是渴望进入本科

并获得更高的学历且相信个人付出努力能够有所

改变，他们十分渴望突破所处的境遇，但做出的行

动却强化了已有的文化规范和制度价值。他们对

教育制度的顺从和依附，是遵从制度场域中行动

逻辑的结果，为制度赋予了更为合理的意义。即

使增强对制度的依附性和合法性并不是他们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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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结果，但行动的后果总是不断脱离最初发

起者的控制范围，职业高中生裹挟于其中无法抽

离并强化了制度的控制力量。

６　结语
本研究是一项网络民族志研究，但揭示的现

象却不局限于虚拟世界。事实上，互联网在某种

程度上具备镜像功能，能够反映现实社会中个体

与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张力并揭示现实社会中的制

度逻辑。因此，职业高中生网络空间中的自我呈

现是多重因素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亦能勾连虚

拟与现实社会、微观互动与宏观制度。由于反学

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的紧密联系，当前研究多关

注我国青少年群体反学校文化的表现和成因以及

在再生产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却忽视了顺从文化

现象的存在［３４］。通过深入职业高中生群体，关注

其对教育制度的意义理解与建构，发现他们在网

络空间中的自我呈现表征着该群体文化中的顺从

特质。与威利斯笔下具有反学校文化特质的“小

子们”相比，这些职业高中生很早就洞察了一切，

明白教育制度对于形成地位群体的重要作用，因

此表现出对制度的强烈依附与顺从，渴望从其中

获益抑或抵御风险。此种顺从文化提醒我们应当

进一步深思职业教育的社会价值以及如何使其在

我国真正发挥培养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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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刘庆奇，孙晓军，周宗奎，等．社交网站中的自我呈现
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影响：线上积极反馈的作用［Ｊ］．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２０１５（６）：１０９４－１０９７．

［１７］陈浩，赖凯声，董颖红，等．社交网络（ＳＮＳ）中的自我
呈现及其影响因素［Ｊ］．心理学探新，２０１３（６）：
５４１－５５３．

［１８］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
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Ｍ］．田佑中，刘江涛，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

［１９］王晴锋．重返戈夫曼的拟剧论与自我分析———一种
社会批判的路径［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５）：３３－３８．

［２０］欧文·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Ｍ］．冯钢，
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２１］罗伯特 Ｖ库兹奈特．如何研究网络人群和社区：网
络民族志方法实践指导［Ｍ］．叶韦明，译．重庆：重
庆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２］郭建斌，张薇．“民族志”与“网络民族志”：变与不
变［Ｊ］．南京社会科学，２０１７（５）：９５－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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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欧文·戈夫曼．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

［２４］ＧＯＦＦＭＡＮＥ．Ａｓｙｌｕｍｓ：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Ｐａｔｉｅｎｔ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Ｉｎｍａｔｅｓ［Ｍ］．Ｇａｒｄｅｎ
Ｃｉｔｙ：ＡｎｃｈｏｒＢｏｏｋｓ，１９６１．

［２５］王瑞贤．Ｂ．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符码与教育论述导论［ｃ］／／谭
光鼎，王丽云．教育社会学：人物与思想．上海：华
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６］兰德尔·柯林斯．文凭社会［Ｍ］．刘冉，译．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８．

［２７］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Ｍ］．夏璐，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８］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七版［Ｍ］．邱
泽奇，张茂元，译．北京：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９］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Ｃ．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ｇｅｎｃｙｆｒｏｍ
ＡｇｅｎｔｉｃＰｏｗｅｒ：ＡＮｏｔｅｏｎＷｅｂ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Ｂｏｘ”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ｙ［Ｊ］．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２００９（４）：
４０７－４１８．

［３０］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四版［Ｍ］．北京：人民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

［３１］徐祥运，刘杰．社会学概论［Ｍ］．大连：东北财经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５．

［３２］周雪光．组织社会学十讲［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２００３．

［３３］ＺＷＡＲＴＤＦ．ＵｎｉｎｔｅｎｄｅｄｂｕｔＮｏｔＵｎａｎｔｉｃｉｐａｔｅｄ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Ｊ］．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３）：２８３－２９７．

［３４］周潇．反学校文化与阶级再生产：“小子”与“子弟”
之比较［Ｊ］．社会，２０１１（５）：７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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