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社会的中国青少年>>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转型社会的中国青少年>>

13位ISBN编号：9787807455073

10位ISBN编号：7807455071

出版时间：2009-5

出版时间：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作者：杨雄，苏萍　主编

页数：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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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转型社会的中国青少年>>

前言

　　“变迁”是时代的主题。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电子技术、生物技术、激光和光导纤维为主的光通讯技术，海洋工程、空间开
发、新材料和新能源的利用，以及现在日渐兴盛的以“克隆”为象征的生物遗传工程，都使人与人的
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几十年中发生了巨大变化。
女权主义、丁克文化、单亲家庭、“白领”阶层和消费主义⋯⋯，这一切与科技进步相伴而生的社会
生活领域的新事物和新变化，在加深我们对社会的“变迁”性质了解的同时，也改变了许多先前被视
为天经地义的“游戏”规则。
这使得年长的一代犹如来到新大陆的“移民”一样，突然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就像M.米
德所说成了“时间移民”。
　　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变迁是指社会生活方式或社会关系体的变异。
社会变迁不仅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人们态度、价值的变更。
其范围包括科技工艺的发明创新，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改变，价值观念或价值体系的重组，政治理念及
体制的转变，社会团体势力的消长、竞争或冲突，经济行为、形态或制度的改变，以及种种社会因素
、社会资源、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变化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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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的变迁之中，中国青少年正处在发展机会的增长时期，这一切都为青少年研究大
展宏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
但是，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现实和不断出现的青少年问题又时常对原有的青少年研究理论提出了挑战。
这些都为青少年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十分强劲的现实动力。
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青少年研究不应该也不可能回避处于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发展所出现
的各种重大问题。
    过去，知识主要通过书本来传递，而今日，教育方式改变了，从孩童到青年，相当多的时间都是面
对着电视与电脑屏幕进行自我教育。
这种教育与成长是孤独的，一方，面，龟视与电脑的教育不必要求规范的学校体制；另一方面，也使
得孩童与青少年更早发现自己不必依赖周边的世界。
总之，他们不必刻意保持与周遭的联系。
　　美国青年文化的始作俑者杰克&#8226;凯鲁亚克有一句名言：“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
从此，“在路上”(On The Road)这个词风靡中国，意味着人类永远向命运挑战。
本书的编者们，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的同仁们，早已上路，渴望与年轻的朋友在路上相遇。
每当我们抵达一个地点，却发现梦想仍然在远方，于是只有继续上路，永远“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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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在路上（代序）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回顾现状展望当代青少年性健康问题青年就业问题分析及其对
策研究养成教育：源起、演进、人本追求与现实定位中国大学生信教现象研究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
及其调适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问题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研究：回顾与反思流浪儿童问题：致因、
现状与政策应对动漫文化与青少年成长当代中国青少年偶像的建构模式：变迁与评述青年组织中的公
民社会建设——青联组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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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前儿童的家庭教育：回顾?现状?展望　　一、回顾：从哪里开始　　什么是“家庭教育”？
在《辞海》中是这样解释的：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里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的教育。
《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一书认为，家庭教育包括父母教育子女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教育两个方面
，其中主要方面是父母教育子女。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中把家庭教育定义为：“父母或其他年长者在家庭内自觉地、有层次地对子
女进行的教育。
”孙俊三等主编的《家庭教育学基础》中认为：家庭教育就是家长（主要指父母和家庭成员中的成年
人）对子女的培养教育。
即指家长在家庭中自觉地有意识地按照社会需要和子女身心发展特点，通过自身的言传身教和家庭生
活实践，对子女施以一定的影响，使子女的身心发生预期变化的一种活动。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其一，家庭教育包含了父母（或其他年长
者）对子女的教育意识和教育行为两个层面的内容。
以上众多的关于“家庭教育”的界定或解释中，都有父母（或其他年长者）“自觉地”、“有意识地
”对子女“施以影响”的描述，体现了家庭教育是父母（或其他年长者）的“知”与“行”共同作用
于子女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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