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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受到全社会关注。
那么，如何探究社会转型和由此引起的家庭结构、功能、需要的变化对儿童的影响？
如何有效地预防解决网络成瘾、自闭等儿童不断增加的心理行为问题？
如何更好地认识、了解、开发儿童的潜能和创造力，使他们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创造性人才？
本书系的出版可以为解决上述难题出谋划策，对未成年人心理发展与教育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系是针对国内外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发展较快、较成熟的几个学科，特邀中国科学院、北京
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加盟编写的。
书系共9种，分别是《实验儿童心理学》、《智力发展心理学》、《创造力发展心理学》、《道德发
展心理学》、《社会性发展心理学》、《阅读发展心理学》、《学习能力发展心理学》、《发展心理
病理学》和《超常儿童发展心理学》。
综观该书系，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新。
各部专著观点新颖，力具新意。
各位作者充分运用新资料，反映新成果，阐述新见解，力求准确反映当代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的现状
及其发展趋势，汇集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充分体现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的新理论、新思想、新方法
，有助于把握当代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前沿，同时也有助于不断获取新知识和新原理，
体现其在科学研究中应有的值和作用。
二是精。
这书系学术品位、学术水平较高，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各部专著均由心理学博士或教授编撰，第一作
者大部分是博士生导师，也是本学科领域中卓有建树的学术带头人，具有较明显的学术优势；同时为
了使各部专著在质量上精益求精，各部专著均不设主编、不搞集体编写，原则上作者一至两人，最多
不超过三人，以充分保证书稿质量。
三是深。
各部专著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深度，内容丰富，资料可靠，信息量大，科学性强。
且理论联系实际，避免了一般心理学专著常有的空洞和泛泛之说以及套用心理学基本原理的东拼西凑
式的“大杂烩”，而是列诸家之说，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构筑体系并力争创新，同时也表述作者独特
的见解，使之富有生气，给人启迪，使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走向社会、走向实践，有利于发展儿童的
智力，培养其能力，提高他们的素质。
四是全。
本书系共9部，基本上包括了目前儿童心理与行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领域，各部专著比较系统地介
绍了国内外研究者在此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及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动向和发展趋势，力求反映目前儿童
心理与行为研究领域的概貌，在体现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同时，突出全面性和系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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