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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面向社会学、社会工作和其他相关专业的本科学生介绍家庭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
识。
主要目标是帮助学生理解家庭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家庭发生、演变的历史，了解当代社会家庭的
结构、发展过程、问题及处理机制。

　　本书主要供高校社会学专业教学使用，也适用于社会相关部门和机构中的行政人员、管理者及各
类社会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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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
强，博士，毕业于南京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1993年）和法学博士学位（2002年）。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传播学院访问学者（2008-2009年）。
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传播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广告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江苏省青年研究会理事，江苏广电集团新闻中心特约评论员，参与栏目包括城市频道“新闻夜宴”、
公共新闻频道“有一说一”等。
近几年，出版学术著作（含译著、工具书）16部，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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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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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我国家庭关系模式的历史演变　　我国家庭关系模式的历史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家庭关系模式，与封建宗法制度相吻合，以父权和夫权为主要特征，是一
种封建型的家庭关系　　家庭纵向关系是父母或家长居于最高地位，长辈拥有绝对的统治家庭权力；
家庭横向关系是男尊女卑，妇女与男子的关系是一种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人身依附关系
，其家庭地位是很卑贱的。
中国妇女唯一能够品尝权力滋味的途径是生儿娶媳当婆婆，用媳妇更为卑微的家庭地位来达到自己“
翻身做主”的心理满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来自婆婆的家庭压迫更为深重。
这种封建家庭关系模式的另一个特征是，家庭纵向关系的稳定和延续体现了封建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
德法律，也是家庭的最高原则，家庭横向关系的发展必须服从纵向关系的利益。
建立或维持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是为了顺从父母的主婚权，竭尽传宗接代的家庭义务；忍痛休掉自己
的爱妻是为了不违反父母之命，保孝子之名。
封建型家庭关系的约束和控制，不仅酿成许多家庭悲剧，也使妇女低下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长期得
不到改变。
　　2．新中国成立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家庭关系进入半平权型的模式　　家庭纵向关系依然是
上下走向，父母继续保持家庭事务决策人的重要地位，并通过对家庭财产所有权和家庭收入的控制，
对家庭其他关系进行纵向干预，传统的家长制仍然在家庭管理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同时，社会舆论对家庭养老扶幼职能的强调和尊老敬贤传统美德的突出宣传，使得许多家庭在处理家
庭横向关系时强调兼顾家庭纵向关系或以纵向关系为重。
这个时期的家庭横向关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新中国对提高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的地位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立法、教育、就业、提倡晚婚节育
、制止父母通过纵向关系对子女人身自由和婚姻大事的无理干涉等，都有效地改善了夫妻之间的横向
关系，使夫妻在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等方面都日趋平等，夫妻关系由原来的单向被动型改为双向互动
型。
这个时期家　　庭关系模式的特点是：逐步得到重视和改善的夫妻横向关系仍然保留明显的被家庭纵
向关系所支配的痕迹，家庭成员之间还没有彻底消除等级观念和与年龄、性别、辈分相关联的不平等
待遇，在家庭的劳动分工、消费品分配、智力投资、婚生安排等方面还存在家长制的影响和性别歧视
。
　　3．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家庭关系模式变化的总趋势是往“假封建型”的方向发展　　随着
我国只生一胎的人口政策的推广，“子女优先、子女偏重”和“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开始左
右我国家庭关系，甚至改变着这些关系的性质。
在城市家庭或者生了儿子的农村家庭里，独生子女一跃成为家庭“小皇帝”、家庭活动的中心、众人
共同保护的重点对象。
往日居高位的爷爷奶奶，为了小宝贝，也不顾身份和身体，自愿承当十分称职、不计报酬的“高级保
姆”。
做媳妇的有时也挟“小皇帝”的威风挤压婆婆、支使丈夫，从原来和公婆有上下辈之分、与丈夫平起
平坐的位置上升到仅次于“小皇帝”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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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家庭社会学》介绍家庭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命题及其相关理论，展现一般研究方法；系统介绍
婚姻家庭演变的历程及其一般规律。
系统介绍我国的婚姻家庭演变的历史、现状及其存在的冲突、矛盾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与此同时，从
家庭社会工作的角度，阐述我国家庭社会工作的基本内容、一般方法及家庭社会工作意义，为实现家
庭幸福和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理性的思考和操作性的建议。
在保证理论的前沿性的基础上，增加具有时代特色的生活案例，增加教材的可读性。
语言生动，散发时代气息，契合当代大学生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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