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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志》

内容概要

《民族志:步步深入》介绍了此类旅行中的一条道路，目的是让其他研究者享受他们的旅行并抵达目的
地。《民族志:步步深入》如同一次旅行见闻讲座，它标示并探讨了每个民族志学者即将面临的主要界
标。民族志不是闲暇一日的丛林漫游，而是在社会交往的复杂世界的探索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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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卫·M·费特曼，斯坦福大学教授，该校政策分析和评估硕士学位点的负责人。他在斯坦福大学获
得教育与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的研究领域包括教育评估、民族志及政策分析，并专注于辍学生及
天才教育项目。费特曼教授曾任美国评估协会和美国人类学协会人类学和教育学理事会的主席。
    尽管他因对民族志评估的发展做出的贡献而被世人所赞誉，但他近来的努力方向却专注于发展授权
评估——帮助人们救助自己。他在整个美国和南非都应用了该种方法。大卫还被选为美国人类学协会
和应用人类学协会的特别会员。他还因评估实践荣获米达勒奖——美国评估协会的最高荣誉。他也曾
因作为一个学者和实践者对教育人类学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膺获乔治和路易斯斯宾德勒奖，并荣获人类
学和教育学理事会颁发的民族志评估奖，还因为对民族志教育评估做出的杰出贡献而荣获评估研究会
颁发的会长奖，他还因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做法而荣获华盛顿实践民族志学家协会的实践出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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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音乐学理论必备
2、还没有开始看，但是感觉明显跟不上视图化的调查时代了。作为人类学的入门，还是要看一看
3、翻译翻地特别不舒服...
4、elaborate
5、也看完了，就是有点薄，内容还不错
6、迄今为止关于民族志论述中唯一一本译本也一样精彩的书作
7、以前看过这本书，很不错，现在是我们上课需要，必须买
8、简明不简单，轻松不放纵
9、信任是一种即时的、自发的化学反应，但是像建立友谊一样，它通常是一个漫长、稳定的过程。
10、可以初步了解民族志写作的全过程，即第一章的几个步骤，但书中的大部分内容过于简略且形式
化，要想理解本书内容必须在实践中进行。
11、翻译有点和一般的不一样，不过内容很不错
12、考研用书，就没什么好说的了，接下来的一年都要和它战斗了。。
13、指导如何开展民族学田野调查，很有规范
14、民族学、人类学专业教材
15、step by step
16、书很好，买了十几本，是入门很好的引导！
17、不喜欢这种写法的书
18、几年前翻过，终于买了一本读了一遍。工具凌驾方法之上。。。
19、本部图书馆第一次第一本借的书，很专业的研究办法。田野作业，做笔记⋯⋯一直对人类学有钟
情。可惜，只是一种爱好。若能不顾其他，人类学确实不错。留着用。
20、对于要进行民族志研究的新手，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21、翻译会汉语吗？

22、大致看了看，内容和排版都还不错！
23、还行，当做没事找点事做作。
24、本书的主旨主要是为那些没有接触过民族志研究，或者说是田野研究的人提供一个操作性的指导
，实践意味比较强，尤其适合初学者参考。
25、可以引发一些新的思考，视角不错！
26、书很薄，开本大。内容也很好。
27、步步深入，文中内容与书本标题呼应，顾名思义书本对于民族志方面的研究方法和思路进行了很
好阐述。对于文化群体研究有一定的见解。
28、general guide
29、我的专业，我喜欢
30、当当的书非常好
31、这本书对于初涉人类学、民族志的学生来说，是一本比较详细的引导性读物
32、很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撰写入门书。
33、翻译的真差！
34、很好的书，实用性非常强，物超所值！对初入门的和有造诣的学者学生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值
得买，值得推荐！
35、不知道说什么，只觉得有点儿失望的感觉。
36、民族志不是闲暇一日的丛林漫游，而是在社会交往的复杂世界的探索之旅。本书介绍了此类旅行
中的一条道路，目的是让其他研究者享受他们的旅行并抵达目的地。本书如同一次旅行见闻讲座，它
标示并探讨了每个民族志学者即将面临的主要界标。
37、民族志的书，貌似还可以！
38、为什么不早点看到，白上了那么久的课。观点不一定都对但是梳理的很好，回想起课堂讨论真心
觉得是一群没吃过饼干的人在讨论怎么把饼干做的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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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实用小手册
40、感觉给大学通识课用还可以，给专业本科生用都嫌粗糙啊⋯⋯
41、书是外国人写的，有些不适应
42、初学人类学可看的书.
43、嗯～因为是学校规定的专业课本，拿到书后目录和ISBN都对着，就是封面不同，细看一下是第二
次印刷的，不知道和第一次印刷的有什么不同吗？
44、讲得比较浅，但要点都概括进去了。适合我这种门外汉入门。
45、书写的不错，不过到现在我还没好好的读
46、结构简洁完整且内容论证很充分，作者书写细腻，读起来很轻松，也很容易理解。
47、入门不错，但对烟酒僧来说太浅了感觉⋯⋯
48、入门教材而已
49、书还是不错的，很有节奏感
50、读的英文版，很简单易懂的入门书，不错
51、价格便宜，有些内容比较实用。
52、这是一本指导书，指导人们怎么做田野调查的。我是有过实践经验的，觉得这本书没太大作用，
只有做调查的时候可以带上，指导你的实践！
53、对于初学者很有帮助，对于似懂非懂者则能指点迷津，对于精通者则感“与我心有戚戚焉”。
54、讲解怎样做田野的理论书 有指导意义
55、此书是人类学民族志的介绍著作，很有启发。不足，字体小
56、民族志,其实和人类学是差不多的.只不过现在人类学更火
57、太简单
58、很好的工具书~
59、很好的，包装很好，但是和照片上的封面有些差距，感觉还行吧。内容当然是极好的
60、还没细看，不过应该不错，这样的书国内很少
61、终于看完了，入门级的书，年代有点久远，翻译太生硬，但是厘清一些概念还是有帮助的
62、本书作为入门书实在有些简单，而且有的介绍过于繁琐，缺乏针对性。但如果是想了解民族志研
究方法，本书有一定的指导价值。译文还不错。
63、特点就是通俗易懂，短小精悍。
64、这本书对于刚刚接触人类学和田野工作的初学者来说,是最合意的了.作者介绍了田野工作的几个步
骤和方法.值得作为收藏随手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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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对人类学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读这本书。该书是田野考察的入门指导。对田野工作的准备、过程
、设备等方面作了细致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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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民族志》的笔记-第80页

        流程图、组织机构图是可以使用的工具

2、《民族志》的笔记-第93页

        作者将会简要地指出这篇报告对知识的发展、理论或方法论有怎样的贡献。

3、《民族志》的笔记-深描和逐字引用

        深描会描述背景⋯⋯这些描写也就包括了文化的意义和民族志学者的分析⋯⋯需要作者对笔记进
行精心的挑选和删减⋯⋯目标是简明完整地描述现实，而不是复制每一个细节和单词。
长篇的逐字引用有助于向读者传达一种即时性⋯⋯明智地使用一些原始资料会为读者提供足够的信息
，由此来判断民族志研究的解释和结论是否站得住脚。

4、《民族志》的笔记-第90页

        田野笔记主要由访谈得到的资料和日常观察得到的资料组成。田野笔记可以使用速记符号以便加
深笔记的深度和广度，在一些不适合做笔记的情况下，可以在时候迅速回忆并重构场景和对话。

5、《民族志》的笔记-第77页

        可以通过使用一些计算机软件来发现所要研究问题的模式是什么。数据库软件提供了一个系统的
多方检测形式，并通过提供直接获得语境中原始数据的途径和及时注明条款的出现频率，使民族之学
者保持诚实。

6、《民族志》的笔记-第74页

        多方检测适用于任何话题、任何背景、任何级别。

7、《民族志》的笔记-第76页

        多方检测可以在对话中自然地发生，但民族志学者必须在微妙的语境中确认它。

8、《民族志》的笔记-第1页

        价值无涉的去向要求民族之学者延缓对任何给定的文化实践做个人评价。但只是要求民族志学者
尝试看待异文化时不要对不熟悉的习俗做价值判断。
对一个系统内在结构的详细了解为民族志学者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框架以建构民族志描述。
象征和仪式本身有其意义，凝聚力、安全感，要关注仪式的有效性问题。
（思考）关系：本研究显然着眼于大范围可见的关系。
要注意民族志研究的可操作化，不要为难自己。
（思考）本研究所使用的民族志方法是参与式观察和非正式访谈。
结构型访谈可以打开局面，为研究提供很有用的研究资料。
当研究者理解了知晓内情者对社区基本原则的看法时，结构式或半结构式访谈就有价值了，问题倾向
于切合本地人对现实的认知多余研究者本人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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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闭式问题：在尝试去量化行为模式时是很有用的。

9、《民族志》的笔记-第86页

        在民族志研究中，最令人激动的时刻就是当民族志学者发现关于现实的反直觉概念——一种定义
常识的概念的时候。

Page 10



《民族志》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