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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将独生子女性格研究置于同龄伙伴关系中进行系统分析，将群体关系做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科学区
分，强调要研究非正式伙伴群体对独生子女性格形成的影响及作用，从而突破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仅从
学校正规的集体教育、家庭教育研究的框架，开拓了当前我国独生子女研究的新思路。
从这一意义上讲，这是一本角度新、立意高、且具开拓性。

    独生子女的成长离不开伙伴，独生子女优良性格的形成与其特定的伙伴群体密切相关。
性格塑一向是独生子女教育问题的一个难点。
本书案例丰富，行文生动，将切实为您除困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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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逸群，男，1958年生，198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现为北京青少年研究所研究室主任、副教授；由于作者长期以来在青少年研究和独生子女教育方面学
术成果突出，已被入选“首都跨世纪优秀人才工程”。
主要著作有：《跨世纪公民通行证——独生子女社会适应能力对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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