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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社会工作是融知识、价值和技巧为一体的，但它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其独特的价值追求和促
进社会改变的宗旨。
从价值层面而言，社会工作代表的是一种基于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责任、关怀和奉献。
从宏观层面而言，社会工作体现为立足科学知识、回应不同人群的需要并寻求社会的积极改变的制度
安排。
一个共识是，中国的社会工作正进入发展的机遇期，因为它已从民间的呼吁进入了官方的话语。
此刻，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更为重要的是反思自己能够贡献什么。
毋庸置疑的是，社工教育界的使命是传递一整套的专业价值、知识和体系，以造就一批愿意奉献于社
会工作以改变这个世界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共同体，我们命定成为这一段历史的书写者，即便我们无法重构宏大叙事，改变这段历史的
若干片段也是值得为之付出努力的。
此刻，我们要展现专业追求与雄心。
　　这套教材可以视为我们对这一重要历史时刻的主动回应，我们希望这样的回应是有所贡献的，它
至少记载了我们前行的足迹。
教材立足国际视野与中国经验，致力于展现社会工作的知识库存和前沿进展，并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
展提供一定的智识支持。
世纪出版集团高等教育图书公司高瞻远瞩地洞察到社会工作发展的重要意义，并愿意以他们的专业和
网络推进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这体现了出版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对此我们要表达敬意!教材的作者
均是来自海内外的社会工作专家，正是社会工作将我们联结在一起，这样的联结是改变的动力!本套教
材是开放的体系，欢迎学界同仁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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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社会工作精品教材”之一种，全套书共16本。
本书是社会工作专业核心课程之一，其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了解个人、群体、社会和经济系统之间互
动的基本理论及知识，了解有关人类各个生命阶段的生物的、社会的、文化的、心理的、精神的发展
的理论和知识，并这些理论和知识应用于社会工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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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源起：从儿童心理学到发展心理学　　毕生发展心理学(Life span development)是心理学中一
个新兴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研究个体心理发展的新观点。
最初研究个体心理发展的西方学者曾把人的整个一生作为研究对象，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个体
心理发展的研究集中到了儿童身上。
1882年w.Preyer的《儿童心理》作为科学儿童学的开山之作，研究学龄期儿童的心理特点，尤其关注婴
幼儿的心理发展。
紧接着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霍尔(G.s.Hall)于1904年出版《青少年心理学》一书，从而拓展并确定了早期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领域——研究个体从出生到性成熟(青少年期)各阶段的心理特征。
　　霍尔在后期虽然也研究老年人的心理，不过这些研究基本上采取分别考察某一阶段的心理发展特
点的方法，并没有把生命全程的视角贯穿到研究当中，或者说对某一阶段的解释是从生命全程中割裂
开来的。
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作为当代最著名的成人发展理论家之一的D.J.Levinson在1978年把“成人心理学之
父”的殊荣赠予了精神分析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荣格。
但是荣格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兴趣，事实上，当世界上第一部以《发展心理学概论》
命名，系统地研究整个人一生心理发展和成长、甚至衰退的发展心理学著作于1930年出版时，并没有
产生多大的影响(张卫，1996)。
　　二、定名：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二战之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各国的发展心理
学中，出现了一个研究整个人生心理发展的新趋势。
研究者们提出一些理论观点，进行了不少实验观察，并把这样的研究正式定名为毕生发展心理学。
1945年在第63届美国心理学会议上，初次设立了成年和老年分会。
1948年R.J.Havighurst出版了《发展的任务与教育》，提出了人生不同阶段的发展任务。
1950年埃里克森出版了《儿童期与社会》，提出了毕生发展的八阶段理论。
1957年开始，美国《心理学年鉴》用“发展心理学”代替惯用的“儿童心理学”。
从此，毕生发展心理学成为心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儿童心理学则成为这个分支中的一个亚分支学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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