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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系统地反映了少先队组织的全貌，深刻地总结了少先队工作的经验，科
学地阐述了少先队教育的理论，细致地剖析了少先队活动的规律，客观地展示了少先队的创新与发展
。
它既是少先队理论研究工作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努力建设学习型少先队工作队伍的具体体现。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既引经据典、借鉴前人，又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充分吸收了少先队理
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全书采用条目短语形式，既有深度、广度、力度，又求通俗、科学、准确，做到综合性、权威性、系
统性、实用性和普及性相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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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少年儿童家庭环境状况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
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1999年“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状况”的大型社会调查结果，中国少年儿童的家
庭环境发展状况如下：　　家庭人口状况。
从家庭人口结构来看，城乡三口之家所占的比例不足三分之一。
0.6%的少年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23.5%的少年儿童生活在三口之家；33.0%的少年儿童家里有四口人
；23.5%的少年儿童生活在五口之家；家庭人口在六口之上的占19.4%。
这组数据可能与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相当多的少年儿童与祖父母生活在一起；二是在农村非独
生子女家庭还占相当大的比例。
　　父母受教育程度。
我国半数以上少年儿童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含初中），其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高于母亲的受
教育程度。
父亲文化程度的基本状况为：小学或小学以下15.8%；初中44.3%；高中、中专、中技27.7%；大专5.8%
；大学或大学以上6.4%。
母亲的文化程度状况为：小学或小学以下28.1%；初中40.2%；高中、中专、中技23.4%；大专4.6%；大
学或大学以上3.7%。
　　父母的职业分布。
统计显示，6岁～14岁少年儿童父母的职业多为工人和农民，其次为私营或个体劳动者。
　　亲子关系状况。
从整体上看，我国少年儿童亲子关系比较融洽，许多少年儿童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能够获得父母
的关心和帮助，他们在家庭中也获得了一定的表现自己的机会。
与老师和同龄伙伴相比，少年儿童表示与父母在一起更能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被理解的需要和得到
肯定的需要，其中有36%以上的少年儿童认为父母是自己的朋友。
在家庭中经常受到父母威胁和打骂的少年儿童所占的比例都很低。
但是经常遭到父母训斥并在交友方面受到限制的少年儿童分别在4%和30%以上。
　　从父母对子女的关心内容来看，父母在对孩子的学习和健康方面的关注达成了共识，但是父亲更
关心孩子的体育锻炼；母亲对孩子的日常生活和交友关心的比较多。
少年儿童认为在家庭中，父亲对自己的关心依次为：学习86.7%；健康72.5%；思想品德48.4%；吃饭穿
衣36.7%；体育锻炼35.8%；与同学交往27.0%；业余爱好22.6%；师生关系20.2%。
母亲对自己的关心依次为：学习82.8%；健康73.8%；吃饭穿衣54.0%；思想品德46.7%；与同学交
往32.3%；体育锻炼30.2%；业余爱好21.3%；师生关系21.2%。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年先锋队大全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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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