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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深厚的教育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优秀的家庭教育的成分。
如何挖掘、整理这笔丰富的资源，创造出新的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家庭教育文化是我们肩负的重要使
命。
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注重外来理论的引进、移植，用西方的理论、模式研究中国问题，
忽视创新、发展，不注重在自己民族文化背景下提炼、发展教育理论，使得教育理论研究缺乏个性，
本土意识淡薄。
为克服这一偏向，本书拟从家庭教育这一现象入手，为教育理论的“中国化”作一点尝试。
     家庭教育的学科位置在哪儿？
长期以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认识停留于现象的描述与总结，家庭教育学科的基本概念、范畴、原理缺
乏严密的科学性与逻辑性。
体系庞杂，内容混乱，专业术语贫乏，理论解释乏力，对未来的预测、对现实的批判比较薄弱，学科
结构缺乏应有的理想范型。
本书拟对这些问题作一粗浅的、社会学的探讨，以便为丰富和建立家庭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贡献绵薄
之力。
     家庭教育是一种重要的教育实践形式。
家庭教育包含十分复杂的成分，有显性的教育，如父母有意识、有目的的言传身教、榜样示范等。
也有隐性的教育，如蕴含于家庭文化、亲子关系、家庭互动等等之中的教育影响。
本书侧重于从教育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隐藏于家庭内部与外部运动中的教育因素，揭示其联系，总结
其规律。
     家庭教育既涉及广阔的宏观社会文化历史层面，又深藏于细微复杂的运动着的家庭关系与家庭互动
之中。
本书正试图从这两个层面出发，探讨家庭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微观的角度侧重从亲子关系、家庭互动、家庭文化、家庭生态等维度去探究家庭变化、运作中的家庭
教育的规律，从静态与动态的角度去探索家庭运动与家庭教育的必然联系。
宏观的角度侧重从社会变迁、社会分层、家庭特殊结构、特殊类型等角度分析研究家庭教育的特色与
走向。
研究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家庭及家庭教育的变化，从横向的层面进行比较与分析，揭示特定社会历史时
期家庭变化及家庭教育的规律，探明转型期我国家庭教育的必然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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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国内外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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