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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波所著的《文化支持：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从学校文化建设的视角探讨促进农民工子
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理论模式及对策实践。

《文化支持：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即综合了比较研究法、
行为事件访谈法、文献研究法、个案分析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讨论法等心理学研究方法，从城乡文
化的内涵入手，探究城乡文化的差异及其在学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冲突，测查了农民工子女的文化适
应现状，探究了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影响因素，提出了帮助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学校文
化支持模式。
结合实验学校苏州市26
中的实践，从学校文化的视角探究了心理支持、养成教育、艺术教育对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促
进作用及操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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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江波男，1973年生，江西九江人。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心理学系副教授，应用心理学硕士生导师，全国心理技术应用高峰论坛副秘书长，
江苏省心理学会工业心理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主要从事管理心理学、广告与消费心理学的教学科研工作。
著有《广告与消费心理学》《广告效果测评》等学术著作8部，在《心理学报》《心理科学》《教育
科学研究》等全国核心学术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主持完成了中新集团、仁和集团、捷美集团、苏州相城区政府、苏州木渎镇政府、苏州大学附属儿童
医院、苏州科技学院附属中学、苏州市第四中学、吴江市长安花苑小学、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幼儿园等
十余家单位的组织文化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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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章  城乡文化的：中突与融合
  第一节  城乡文化的冲突
    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内涵
    二、城乡文化差异的表现
    三、城乡文化冲突在学校教育中的表现
  第二节  城乡文化的融合
    一、城乡文化的融合与尊重、包容
    二、城乡文化的融合与教育一体化
  第三节  学校文化对文化适应的影响
    一、城乡文化的跨越与文化适应
    二、城市文化、学校文化与文化适应的关系
第二章  农民工子女文化适应现状研究
  第一节  农民工子女的现状研究
    一、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与结构
    二、农民工子女的适应状况
    三、农民工子女的适应障碍
  第二节  苏州市农民工子女的适应状况调查研究
    一、苏州市农民工子女状况
    二、苏州市农民工子女适应现状调查研究
    三、促进农民工子女文化适应的建议
第三章  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影响因素研究
  第一节  不同班级类型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的差异研究
    一、文献综述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
    四、讨论与建议
  第二节  不同班级环境类型与农民工子女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
    一、文献综述和问题提出
    二、研究方法
    三、研究结果
    四、研究讨论
    五、结论
  第三节  农民工子女学业情绪与学校适应的关系研究
    一、文献综述
    二、问题提出
    三、研究方法
    四、研究结果
    五、讨论
    六、结论
  第四节  社会支持与农民工子女生活满意度：学校适应的中介作用
    一、研究方法
    二、研究结果
    三、讨论
第四章  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学校文化模式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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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学校文化
    一、学校文化的概念界定
    二、学校文化的功能
    三、学校文化的构成
  第二节  学校文化支持模式
    一、学校文化支持模式的构建思路
    二、学校文化支持模式的框架
  第三节  学校理念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和合文化
    二、审美文化
  第四节  学校物质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学校环境文化的建设
    二、班级环境文化的建设
  第五节  学校行为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养成教育
    二、家校合作
    三、心理支持
  第六节  学校制度文化体系的构建
    一、教师管理制度的审美化
    二、学生管理制度的策略化
    三、学校行政服务制度的人本化
第五章  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心理支持研究
  第一节  心理支持
    一、心理支持的概念界定
    二、心理支持的模式构建
  第二节  外部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一、学校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二、政府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三、社区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四、家庭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第三节  内部心理支持系统的构建
    一、认识自我，悦纳自我
    二、学会交往，融洽关系
    三、识别情绪，管理情绪
    四、坚强意志，面对挫折
    五、快乐学习，培养特长
第六章  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习惯养成研究
  第一节  习惯养成的概念界定及心理学意义
    一、习惯养成的概念界定
    二、习惯养成的重要性
  第二节  习惯养成的心理学理论基础
    一、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二、行为主义学习理论
    三、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四、陶行知的知行合一理论
    五、叶圣陶的习惯养成思想
  第三节  农民工子女习惯养成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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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民工子女的不良习惯
    二、影响农民工子女习惯养成的因素
    三、农民工子女在习惯养成方面存在的困境
  第四节  促进农民工子女良好习惯养成的对策
    一、学校：构建科学合理的习惯教育体系
    二、家庭：农民工子女教育应从习惯培养开始
    三、子女：增强主动意识，做习惯的主人
  第五节  农民工子女习惯养成教育展望
    一、政府加大教育投入，实现教育公平
    二、家庭、学校、社会形成合力，强化对农民工子女的习惯养成教育
    三、倡导合作交流，培养健全人格
第七章  艺术教育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研究
  第一节  艺术教育对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价值
    一、完善认知，启发思维，培养创造力
    二、艺术移情，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三、顽强意志，培养抗挫心理
    四、以美引善，提升人格魅力
    五、愉悦审美，推动生活环境和谐化
  第二节  艺术教育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扶持模式
    一、艺术学科之间的融合
    二、艺术学科和文化学科之间的融合
    三、教与学的融合
    四、艺术课程和校园文化实践的融合
  第三节  艺术教育促进农民工子女融入城市文化的措施
    一、校园文化艺术节
    二、校园艺术活动
    三、艺术课程
  第四节  农民工子女艺术教育展望
    一、引导社会各界正确认识艺术教育
    二、加快考试制度改革的步伐
    三、完善学生评价体系
结语
参考文献
附录1  问卷
附录2  访谈内容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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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由农村迁移到城市，其原有的生活环境、教育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他们被视为城市的边缘人，是新兴的弱势群体，权益也往往被忽视。
由于其在家庭条件、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基本素养等方面与城市人存在较大的差异，他们难以在城
市中找到归属感和认同感。
陌生的环境和冲突的城乡文化无疑会给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带来很大的压力，威胁着他们的心理健康。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开始关注文化适应对民工子女心理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但在提出解决方案之前，我们应先来了解一下农民工子女文化适应的现状。
　　第一节农民工子女的现状研究　　一、农民工子女的数量与结构　　（一）第二代移民人口--农
民工子女数量激增　　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在农业发展不景气和现代农业的
需求所产生的巨大推力与城市化发展中所欠缺的劳动力、城乡差距日益拉大所产生的拉力共同作用下
（李强，2004），中国最本分的农民变得“不安分”起来，他们纷纷卷起铺盖，放弃祖祖辈辈形成的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不约而同地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出贫困的乡村、封闭的山区，
走向繁华的城镇、开放的都市。
他们“怀揣着梦想”、“背井离乡”，从熟悉的农村来到陌生的城市，从乡村的主人变成了城市的边
缘人，希望能在城市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空间。
他们奔波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从事非农业工作，为城市发展作出突出贡献，但他们户籍仍在农村，成
为流浪于城乡间的弱势群体--民工（程仙平，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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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苏州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和谐社会视域中弱者权益保护”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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