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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教材作为一本社区工作者学习的教材.力求做到让读者达成以下目的：（1）了解教育社会学的
基本知识，领会教育社会学发展史上的闪光思想；（2）学习教育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尝试以教育社会
学的思路去分析批判教育社会学问题；（3）领悟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认识社区中的教育社会现
象的主要内容、表现形式、运作方式等；（4）感受社区中教育的现代特征，把握社区教育的时代脉
络。
　　作者力求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教材的特色：（1）体例的开放性与灵活性。
以基本理论为主线，穿插一些案例、提示，结合思考题，以求让读者加深理解，融会贯通；（2）语
言的严谨性与通俗性。
在语言风格上注重科学性与通俗性的结合，力图通过严谨通俗的语言，把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讲清
楚；（3）视野的广阔性和前瞻性。
以终身教育思想为主线，在全社会背景中探讨相关的大教育问题。
力求关注教育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位置，关注不同阶段、不同类型教育的原理、特征与走向；（4）
内容的科学性与时代性。
立足在教育社会学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前学科发展的最新理论成就，以及当代社区教育的最新实
践，力求让读者认识转型社会中社区教育的基本现象与发展规律；（5）使用上的可操作性与适用性
。
本教材提供的案例、实务、指南等，力求使读者一目了然，获得启迪，取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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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掌握必要的教育社会学知识。
不但有助于社区教育工作者加深对工作意义的理解，也能够打开开展工作的思路。
本书以帮助社区教育工作者了解教育社会学的基本知识，领悟教育社会学的分析框架，学会以教育社
会学的思路去分析社区教育问题。
认识社区中教育社会现象的内容、表现形式、运作方式，并把握社区教育的时代脉络为目的。
全书分10章，包括介绍教育社会学的概念与历史，说明社区教育的价值取向，并结合社区教育的实际
，对家庭教育、校外教育、社会公共教育、女性教育、老年教育进行了逐一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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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建东，男，教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研究生
学位点带头人，研究方向为家庭教育、社区教育、成人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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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中国成人教育协会理事、学术委员，中国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常
务理事。
出版专著《家庭教育社会学》，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数十篇，并连续承担多项国家、省级科研项目
，多次荣获国家级、省级、校级教学、科研、管理工作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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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课程改革的后遗症。
课程改革是学校教育的一个较大的改革，但它对学生的影响一时还难以被全面了解和觉察到。
这次课程改革，虽然解决了以前课程体系中存在的机械、死板、僵化、冗繁、陈旧、沉闷的问题。
但是，作为一种改革。
它也引发了一些新的问题。
比如，教材虽然明快了很多，但改革步子跨越太大，探究式学习、参与式学习都很好，然而教师和学
生还不能把握这些理念在实践中的要领，还不能驾驭这种学习方式。
　　课程改革后，教材似乎有些地方变得更啰嗦、迂回了。
有些问题的设计，违背了简约的原则，令人费解，学生也无所适从。
教学效果可想而知。
在课堂上弄不懂的知识，在课下若再没有老师的辅导，学生就会把问题越积越深，越积越多，最后导
致严重的学习问题，家长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所以请家教成为无奈的选择。
　　（2）学校教育的实际“应试性”。
素质教育已经提出有10多年，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影响，对应试教育也形成了巨大冲击。
但是。
由于教育惯性和国情不同，众多人口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导致公众接受教育成为一种不容易的事情。
而应试教育，通过考试分数来决定谁有资格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解决有限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
这种作用，在高考中更为明显。
其结果，直接导致学校教育的依然应试性，学生仍要学习大量机械无用的书本知识，卷入无休止的学
习、考试、再学习、再考试的恶性怪圈。
学习任务繁重，考试有增无减、学业压力不断变大，导致学生已无力应付沉重的学业负担，转而求救
于家教的帮助。
　　（3）学校“减负”的负面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提出并开始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在内容与形式上都有别于应试教育，最
为明显的就是为学生“减负”，甚至规定在小学阶段不得进行考试等。
然而，推动教育改革的有识之士，或许不会明白为什么人们“歇斯底里”地呼吁为学生减负，孩子的
学习压力与任务却不减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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