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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媒体时代大中学生处理暴力和色情信息的德育问题研究》是在作者（王倩）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
完成的。
全书分七章节，内容包括绪论、媒体时代暴力和色情信息的传播及社会控制、媒体时代大中学生道德
心理和道德行为的发展、大中学生处理信息的德育理论借鉴等。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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