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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其实质是族群归属，其内窖为三层意涵：国家意识、文化认同与公
民人格。
归属于最大的族群共同体，是为国家认同；归属于最久远的族群传统，是为文化认同；将这种认同内
化于个体心理中，则为公民人格。
作为一种国民道德教育，民族精神要唤起青少年学生对养育自己的家庭、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和培养
自己的国家的热爱和感恩之情，进而激发对亲人、同胞和祖国的服务之心和报效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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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上海学生民族精神教育”研究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背景和
原则1．弘扬民族精神的意义2．提出弘扬民族精神的背景3．弘扬民族精神的原则二、民族精神的内涵
与层次：国家意识、文化认同、公民人格1．国家意识：国家观念、国家安全、国家富强2．文化认同
：人和观、家和观、和平观、天人观3．公民人格：诚信、自强、仁爱三、西方的“民族精神”理论
及民族精神教育1．西方“民族精神”的若干理论2．美、法等国民族精神教育的理念和经验四、民族
精神教育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1．全球化时代青少年的生活世界2．中国成就与青少年民族精神3．全球
化形势下存在的问题五、关于民族精神教育的几个关系问题1．民族精神，既要继承和弘扬，更要培
育和发展2．在全球化时代，为什么还要强调民族精神教育3．民族精神教育与德育教育的关系4．为什
么要对青少年进行民族精神教育5．严格区别民族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六、培育民族精神教育：课堂
与环境1．发挥课堂主渠道作用2．环境教育大中小学民族精神教育现状调查一、“弘扬和培育民族精
神研究”抽样方案二、问卷调查综述三、问卷调查主要发现四、问卷调查——小学低年级卷五、问卷
调查——小学中高年级卷六、问卷调查——初中卷七、问卷调查——高中卷八、问卷调查——大学卷
民族精神与环境教育环境调查报告附录附录1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问卷调查（小学
低年级卷）附录2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问卷调查（小学中高年级卷）附录3 在国民教
育体系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问卷调查（初中卷）附录4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问卷
调查（高中卷）附录5 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问卷调查（大学卷）附录6 上海里弄与青
少年成长附录7 工人新村的变化对青少年成长的影响附录8 最后一条弹格路寻踪附录9 上海繁华商业街
店招语言调查附录10 上海城市广场空间附录11 公共绿地与社会需要附录12 陆家嘴街访附录13 何时走
通苏州河附录14 上海的名人故居附录15 营造开卷有益的社会环境附录16 媒体是把双刃剑？
——探讨媒体对于青少年的影响附录17 城市田野日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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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绿地建设前后交通状况变化及影响有一些绿地在建设之后使用率非常低（大宁灵石公园受访
者告诉笔者在天气尚未炎热的六月，每天单位时间内在园内的游客也不过二三十人），而一些绿地不
用宣传就能迎接许多游客，这与这些绿地构筑了交通上的空洞有关。
尽管交通空洞是不利于交通方便的，但是却使人们不得不走进绿地，久而久之，就能够形成习惯，而
许多空间得不到利用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它们被设置在死角上。
　　3）绿地周边路况及建筑的影响这就是在绿地辐射范围中加入的注脚，周边的路况决定人们是否
愿意麻烦自己穿越马路进入绿地，同时建筑则决定人们是否有机会发现绿地，并且是否愿意花时间从
高层下楼进入绿地。
笔者建议绿地周围的住房应当以绿地为中心呈中间高四周低的趋势，这样就能平衡居民接触绿地的空
间距离，更使不同远近的居民在视线上容易感知公园。
　　4）绿地出入口方便与否大宁灵石公园是沪西最大的绿地，它在所处地区所能辐射的区域应该说
是相当广的，但是它设置了围墙，并且在很长的沿路（广中路）围墙（围绕步行近30分钟）中仅设置
了三个出入口，其中一个出入口是封闭的，另一出入口设置在上海市闸北区园林管理所大门内部。
这样的设计无论是出入都非常不方便，更会导致心理上的不安全感。
　　2．心理距离　　心理距离在笔者的调查中是一个主观上的感觉，比较难以把握，同时受访者在
描述感觉的时候都是比较保守的，当不好的感觉会造成对绿地设计或管理进行批评的时候，大多数受
访者都显得犹豫。
　　1）绿地空间安全感人们在公共绿地中的安全感在笔者的调查中来自于三个方面：　　首先，绿
地周边地区的治安管理。
在笔者的前期准备中曾读到夜间绿地犯罪问题的报道，调查后也确实从各管理人员处得知夜间偷窃事
件（主要为园内灯饰）屡有发生，而开放性的绿地在夜间确实非常不安全，绿地太大或拥有过多死角
的绿地也使人们不敢接近。
其次，绿地中人流的密度与类型。
绿地中的人流也是人们心理安全感的来源之一，但是绿地中人流的类型也影响着人们的感觉。
在陆家嘴中心绿地的两名受访者表示绿地中的游客大多是附近的居民或工作人员，素质较高，在绿地
中的行为相当文明，这些表述的潜台词恰好证明了笔者的假设。
最后，绿地设计的空间是否有半公开半私密的特征？
这在空间安全感中属于较高层次，因为在现有的绿地当中起到半公开半私密作用的空间小品还是较少
的，但是一个绿地当中有建筑物或者高大植物的遮蔽，总比一个一目了然的绿地更受游人，特别是青
睐消极参与活动的游人的欢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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