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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丽丽、焦扬主编的《上海家庭文化建设蓝皮书(2012)》总结回顾了上海家庭文明建设30周年工作经
验与工作成效，认为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一是以求稳定、促文明为主的上海家庭
文化建设启动与探索阶段（1978-1992），二是以求质量、促德育为主的家庭文化功能提升阶段
（1992-2001），三是以求长效、促和谐为主的家庭文化制度与政策创新阶段（2001-至今）。
在此基础上，通过大型问卷调查，客观描述当前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的现状、上海家庭幸福感以及上海
家庭文化发展与幸福感之间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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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家庭文化建设理论解读及研究述评
 (一)家庭文化建设的提出背景及其内涵
 1. 家庭文化建设的提出背景
 2．家庭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内容
 (二)家庭文化研究的理论脉络
 1. 家庭内部的行为互动：交换论、符号互动论与冲突论
 2. 家庭结构功能理论
 3．家庭的成长与消亡：家庭生命周期理论
 4．作为一个系统的“家庭”家庭系统理论
 5．家庭系统与外部环境：家庭生态系统理论
 (三)我国家庭文化研究述评
 1. 家庭规模、结构与功能变迁
 2. 家庭关系与角色模式沿革
 3. 家庭的伦理与道德规范
 4. 婚姻与生育
 5. 老龄化现象及其社会影响
 6．家庭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
第二章 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及特征研究
 (一)以求稳定、促文明为主的上海家庭文化建设启动与探索阶段(1978--1992年)
 1. 强调家庭文化建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2．选择五好家庭作为家庭文化建设的主要抓手
 3．尝试性开展家庭文化生活的科学调查与研究
 4．探索并开创具有品牌效应的家庭文化建设活动载体
 (二)以求质量、促德育为主的家庭文化功能提升阶段(1992—2001年)
 1．注重并提升家庭文化建设的科学化、组织化程度
 2．实施高质量的家庭美德建设以强化个体德育功能
 3. 拓展家庭文化建设的社会化功能
 (三)以求长效、促和谐为主的家庭文化制度与政策创新阶段(2001年至今)
 1. 健全家庭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及科学决策机制
 2. 建立全民性社会化学习与学习型家庭创建机制
 3．建立健全家庭文明建设评估、表彰、规划等制度
 4．构建家庭建设的社会化、项目化、实事化运行机制
 5．利用世博机遇深化更广泛的跨界合作交流机制
 6. 完善家庭文化建设与“促和谐”、促人的全面发展”间的衔接机制
 7．构建旨在实现成果共享、社会公平的现代家庭关护机制
 8. 开创促进广大妇女家庭全面发展的终身教育新机制
第三章 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现状调查
 (一)家庭文化建设的现状
 1．上海家庭文化建设迭标率为93％
 2. 上海家庭文化建设处于“良好”水平
 3. 上海市民的安全意识最好，健康意识有待加强
 4. 年龄、教育和收入都影响着上海家庭文化的建设水平
 (二)上海家庭幸福感分析
 1. 幸福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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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庭幸福感分析
 3. 主观幸福感分析
 (三)家庭文化建设与幸福感
 1. 家庭文化建设越好的市民．越不看重“权”和“钱”
 2. 家庭文化建设有助于全面提升市民的幸福感
第四章 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策略及国际经验
 (一)上海家庭文化建设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
 1. 组织保障问题
 2．运行机制问题
 3. 经费投入问题
 4. 人才队伍问题
 5．理论研究与理论指导问题
 6. 家庭教育与社会发展问题
 (二)促进上海家庭文化建设工作的主要策略
 1. 战略选择
 2．战略目标
 3. 对策思路
 (三)美国家庭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
 1. 对婚姻的支持
 2. 对家庭照管的支持
 3. 对家庭的经济支持
 (四)丹麦家庭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
 1．父母孕产期福利
 2. 儿童托育制度
 3．家庭与儿童津贴
 4．父母休假
 (五)新加坡家庭文化建设的主要举措
 1. 促进家庭养老功能
 2．提升家庭经济功能
 3. 加强家庭的教育功能
 4．维护大家庭制度
 5. 传承传统冢庭礼俗u
 (六)国外家庭文化建设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1．设置专门的政府机构实施管理，鼓励公民参与立法与政策设计
 2．出台家庭发展规划及相关珐律法规，提供公共财政预算资金投入
 3. 构建以家庭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经济上支持家庭
 4．加强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合作，形成共同的家庭责任框架
参考文献
附录一 上海家庭文化建设现状调查数据统计表
附录二 家庭文化建设的区县创新案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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