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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社会学》

内容概要

本书总结了情感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并附带介绍了与这些社会学理论相交叉的心理学理论
。情感社会学从理论取向上可划分为：拟剧与文化、交互仪式、符号互动、交换、结构和进化等七种
基本的研究取向。本书还总结了多位情感社会学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传统下的成果，并归纳了每一种
理论的实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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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俊才，女，1975年生，山东济宁人，先后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和南京大学、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心理
学系博士，主要从事情绪心理学与儿童社会性发展研究，在《心理科学》、《心理科学进展》等刊物
发表论文1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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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深入浅出介绍了情感(emotions)在社会学的研究的情况，并成了一个重要的分支，并以不同的
学派作出介绍。加上作者是一位善于归纳社会学理论家，本书值得介绍
2、美国几个理论流派视野中的情感现象。涂尔干、符号互动论还挺有意思，后面的就开始无趣了，
就一直绞在什么样的情况诞生什么样的情感（积极/消极balabala）
3、很好的书，还在看之中
4、谢谢还没读完
5、还不错。鉴于对翻译的揣揣，在纠结是看原著还是看原著？？
6、翻译得太水了。。。
7、大致翻了翻，理了個大綱。純理論，太頭疼了。
8、有用
9、还是老老实实去看福柯吧
10、对一些观点的把握非常有见地
11、这才是教材
12、⋯⋯
13、一个西方社会理论的综合呈现，如果没有这方面的兴趣，读起来会很枯燥。
14、呵呵哒⋯⋯纯理论，暂时翻不下去。（入门后的书吧！
15、社会学
16、有的章节还是很好的，比如核心自我与角色自我的划分，以及呈现何种程度的的自我与唤醒何等
强烈的情感的关系的说法还是很吸引人。三星半
17、如果以往我们认识的特纳是一位擅长于评论理论的勘探家的话，那么今天的特纳已经不再承载着
过去的角色，而是成为一名理论建构家。虽然书中的内容仍然一如既往的从古典一直梳理到近代，但
可读性还是相当强，唯一的缺陷，就是寄希望他能够真的成为与理性对立的另外一种理论流派。
18、国内情感方面的著作非常有限，当然这与我们的研究基础有关。这本书非常及时，也非常解渴，
推荐！
19、不错是不错，但是缺了点什么..哦情感社会理论的史前史！
20、可以为研究现代性问题提供另一个视野，比较适合社会学、心理学研究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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