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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由邹强编著的《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入手，借鉴了社会学、家庭学、教
育学等学科的理论及研究方法，根据家庭教育变迁“由传统家庭教育向现代家庭教育转换”这一逻辑
基础和研究假设，从变迁的背景、变迁的过程、变迁的内容、变迁的结果与评价等方面对中国当代家
庭教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与剖析。
研究结论表明，当代家庭教育无论是在理论发展层面，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都在向科学、规范的现
代家庭教育转化，而且“学习型”家庭，将是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的最佳归宿。

《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适合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专业教学教材、中小学教师培训教材
，也可为教育科研人员和广大家长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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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关于家庭的含义，有着许多不同的说法。
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观点：一是注重家庭的生物学属性（即自然属性，如种族繁衍）；二是强调家庭
的社会属性（如情感孕育、社会教化等）；三是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对家庭进行界定。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界定。
1）所谓家庭，通常是指夫妇子女等亲属所结合之团体而言。
故家庭成立的条件有三：第一，亲属的结合；第二，包括两代或两代以上的亲属；第三，有比较长久
的共同生活。
2）父母子女形成的团体，我们称之为家庭。
3）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和收养关系为基础的一种社会生活组织形式。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
家庭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家庭的自然属性在于它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家
庭的社会属性在于一定的家庭形态总是同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只有透过一定的社会历史的
发展阶段，才能科学地认识家庭制度的本质和发展规律。
社会性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家庭的性质和特点主要是受人类社会属性所决定的。
4）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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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是由天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当代家庭教育变迁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