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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萧条的孩子们》

内容概要

本书展示的内容极有意义和价值,是对生命历程社会学的开创性贡献。――约翰·克劳森

作者通过引人注目的数据,证明了历史变迁对个人发展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某个发展阶段,而且贯穿其整
个生命历程。
――尤里·布朗芬伯伦纳雅各布·G.舒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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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G.H.埃尔德(1934—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社会学霍华德·W.奥登杰出教授和心理学研究教授,作为美
国艺术与科学研究会会员,埃尔德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学会副会长、儿童发展研究学会会长、社会学研究
协会会长。作为一名社会学研究者,埃尔德以其提出的关于个人发展的生命历程理论而享誉美国社会学
界,其主要著述有:《大萧条的孩子们》、《生命历程动力学》、《时空中的孩子们》、《艰难时世中
的家庭》、《发展科学》、《生命历程研究方法》、《大地之子》等。埃尔德先后获得二十余项杰出
贡献奖、杰出成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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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谁来写一本计划生育之后的孩子们吧。
2、可读性不强，就是非常规矩标准的社会学研究，扎实是真扎实。
3、做了一些定量的统计，得出一些不证自明的结论，手法之枯燥令人咋舌。总的来说作者的发现在
于，大萧条的经验对于孩子造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负面的，由于家庭经济受损，孩子们过早就开始从
事的家务劳动和工作经验，对培养他们的个人能力和责任心很有价值。
4、之前专业课老师推荐买的。可是没怎么看，老公倒是挺喜欢的，说这本书不错。
5、比较偏学术风格，论述相对严谨。觉得这样的主题本可以写得更加宏大一些。
6、当初写论文无力地用了这本书。基础知识
7、书内容挺好的，但是这书是02年印刷的，看着就像别人卖的旧书，边沿还有铁锈一样的东西
8、本书是社会的经典，开创了生命历程研究，特别是长时间的跟踪调查，对于资料收集来说难度很
大。但是这种定量研究读起来确实显得鼓噪，特别是对于喜欢人文类的读者而言
9、人口问题课程参阅，匆匆翻看，内容繁杂，数据丰富，生命历程社会学研究经典力作。
10、关于生命史的研究
11、是在上专业方法课程时阅读，也算做社会学专业书目之一吧~~~便于了解美国社会以及如何做生
命历程研究
12、觉得还是社会学金融学的书⋯⋯有的话很一针见血啊
13、认真的看了这本书，还做了读书报告。不错
14、向经典致敬
15、书的质量和内容都超级好，书很新，写作很好。
16、社科领域的经典
17、是本好书对啊但我真心看不进去再见。。
18、不适于普通读者
19、这是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美国大萧条的名著
20、学术书籍
21、不错跨时代在追踪研究生命历程理论
22、powerful在于life course（1964-）才兴起不久时间就拿出这么重磅炸弹。。这一领域对实在论的苛
刻让好作品太难搞了。
23、五星。1.生命历程研究方法的提出，以及完美范例。2.如果社会影响真的能如同集体以及一般发挥
效应，那已经注定的人生似乎早童年就已经写好，余生则剩下不断的寻找，验证，擦拭，确认。由此
来看，我们的生命神圣又悲哀。3.童年时期是否经济受损是关键中的关键变量，这也是大萧条引起的
最根本变化。替代变量即“家庭月收入”。4.带有断层性社会意义的时代还有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
的独生子女一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85前和90后绝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24、生活中尤其是幼年的重大事件（不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宏大局面上的）都会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
，一一发酵出其影响
25、好书，值得看，老婆向我强力推荐⋯⋯
26、如果不是为了写毕业论文，了解生命历程理论，我估计不会翻开这本依靠大龄数据以及点滴访谈
撑起的长篇论文。
27、另一种“人生7年”，大萧条背景下不同社会阶级面对经济受损的变化，可以想见出身不同的孩子
们大相径庭的人生轨迹，金钱至上的普世价值观下，从父母身上得来的行为模式，想想就能知道今天
的这个“你”从何而来。译林早期出版的书籍排版，真不像是给人看的，对我就是毒舌
28、在他人的生命中理解自己的生命，亦可在他人的故事里理解社会与历史，每个人都是历史的一段
插曲，个人的历史也是社会的历史
29、没有完全说服我
30、导师推荐的，研究生命历程的可以看看
31、内容不错！但是书的装订不是太好！很容易散开！
32、书质量不错，很好，这本书是一本很好的量化研究的资料。
33、很小的时候看过关于这本书的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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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finally⋯⋯
35、生命历程理论的经典著作
36、个体生命的全部内容只不过是时代的一个小小注脚...可作为研究方法课外读物!～
37、虽然没有包装膜，但是质量仍然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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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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