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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导论》

内容概要

《政治学导论》是为了适应高等学校政治学学科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原来出版的书，在加印后也已
售罄，因此，编者对原书进行了修订，不仅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也对原书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订正。 
全书在内容的安排上，既注重概括政治学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又注重内容的简明扼要和编排的紧凑，
为教师的讲授和学生进一步的思考和钻研预留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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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政治与政治学　　作为一门研究政治现象的社会科学，政治学既是古老的，又是年轻的
，同时还是常新的。它形成于人类社会的古代，在l9世纪后期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发展的过程
中由于被时代赋予新的含义和研究方法的创新而不断地推陈出新。虽然政治学的历史十分悠久，但要
准确地说明政治学，科学地界定其丰富的内涵，却不是件容易的事。时至今日，政治学也没有一个为
人们一致公认的定义。不过，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要深入地讨论并科学地界定政治学的含义，首
先需要正确地界定政治的含义。　　第一节　政　治　　一、政治的产生和发展　　作为人类社会生
活的重要方面和一种从宏观上对社会进行调节的机制，政治同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
在一起。早在人类社会形成之初，政治也就渐渐地形成了。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自身也在不断地发
展，绵延数千年而又充满生机和活力。　　人类是动物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但人类脱离了动物界后，
并未抛弃原先那种群居的生活方式，仍然是若干个人共同地生活在一起，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
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①，并因此而形成了人类社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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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通俗，视角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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