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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价值冲突与精神皈依——社会转型期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一书的研究，正在抛砖引玉，寻找
解决问题的一条绝不敷衍和冷漠的路，希望我们的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新闻媒介、学术教育
机构都更加关注这个群体。

本书的研究将正视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冲突的“阵痛”，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对这一群体价值观冲突的消解和指导的角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融入城?市民的主导性价值观的
教育体系和社区、社会模式构建进行分析研究。
本书由黄进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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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进
女，回族，1968年5月生，江苏南京人。
中共党员，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教授，现任南京师范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江苏省干部理论教育
讲师团专家库成员，江苏省重大调研工作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报特约通讯员，江苏高校校报研究会
副会长。
1990年7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留校工作。
1999年任《南京师范大学报》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中心主任，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新闻伦理学、语言学的研究工作；教授了《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语言哲学》，《新闻伦理》等课程和讲座。
近年来，主持、参与完成了七项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色、民族
特色和时代特色的研究”，“大众传媒低俗化对高校德育的影响及对策研究”等。
在《人民日报》(评论版)，《中国教育报》(理论版)，《江西社会科学研究》，《道德与文明》，《
人大复印资料》，《传媒观察》，《嘹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完成了教育部思政司全国高校教
师思想政治状况滚动调查报告，参与了江苏省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相关文件撰写。
曾获全国教育新闻二等奖，江苏省思想政治教育论文一等奖；指导的“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研究”
获2009年全国大学生挑战杯学术科技竞赛哲学类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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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前提是致力于价值观冲突的消解，形成融人社会意识的主流态势，契合新生代农民工价值
观教育的时代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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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价值观所反映的价值关系是生产关系，因为人们的需要相利益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生产过程中人们
发生的需要和利益关系，也就是生产关系。
人们在特定的生产关系制约下所进行的生产活动、实践活动就是创造价值的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是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属于思想的上层建筑，它所反映并为之服
务的经济基础本质上也就是一种价值关系。
　　价值观除了反映生产关系这一基本的价值关系外，还反映政治价值关系、法律价值关系、道德价
值关系、宗教价值关系等，价值观念的形成虽然要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式的影响，但它不是与其他社
会意识形式相并列的意识形式。
价值观念总是渗透在一切社会意识形式之中，并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表现出其基本内容。
　　价值观念只是对某一类价值关系的理性思考，比较零散，属于一般的理性认识，价值观是比价值
观念更为抽象的对于价值关系的认识，属于哲学层次；与自然观、历史观同等程度的理性认识，是一
定时代人们世界观的一部分，是人们对所有价值关系的总的概括和总的看法，是系统化、理论化了的
价值观念。
这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价值观念，既是人们自我意识的一部分，也是人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本书所探讨的价值观即指哲学层次的价值观，同时也涉及一些价值观念和价值心理。
　　价值心理是人们对价值关系认识的基础，价值观念和价值观包含价值心理并依赖于价值心理，只
有对价值心理进行充分的分析和研究，才能对各种价值关系作出完整的、系统的、有血有肉的分析，
价值观要发挥作用也只有与人们的价值心理相吻合才能从根本上影响人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行为。
价值观念、价值观虽然来源于价值心理，但不能归为价值心理，它们高于价值心理，并对价值心理起
指导和影响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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