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与儿童社会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文化与儿童社会化>>

13位ISBN编号：9787500470328

10位ISBN编号：7500470320

出版时间：2008-5

出版时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作者：陈世联

页数：354

字数：3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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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与儿童社会化>>

内容概要

儿童社会化是社会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学科研究的课题，社会化的问题成为如此众多学科的重要研
究课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儿童社会化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研究儿童社会化问题，需从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与教育学等跨学科出发开展研究，
如此方能寻求到儿童社会化研究的新方法。
儿童社会化是一个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儿童在特定文化和社环境中通过社会教化和个体内化习得价
值观念、风俗习惯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相应的社会行为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
社会化是儿童和社会文化之间互相作用的沟通过程，也是文化认同的过程。
从儿童社会化的这一内涵中可以看出，单从任何一学科去实施研究，都可能走向狭隘与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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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儿童社会化：文化的视角　　人研究人，不同于人研究物。
研究者必须要有一种新的观点和境界，就是研究者不但要把所研究的对象看成身外之物，而且还要能
利用自己是人这一特点，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这个被研究的对象。
　　——费孝通　　社会化是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重点研究的课题。
探讨儿童社会化的课题，需考问儿童是什么人？
儿童何以成为人？
儿童成为何种人？
儿童之为人的本质是什么？
儿童如何获得文化特质？
此外，还需寻求儿童社会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研究视角，等等。
本章将围绕这些问题一一展开，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儿童社会化问题。
　　第一节 大写的人：儿童是什么　　中国文字的特点有形与意两个方面，“人”字从形看可以说是
特别简单的结构，而从意看却是特别深刻而又特难把握的。
在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界、教育界对人学的研究投入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涌现出一批
有价值的理论成果。
但是，入学的彰显并没有消解现实中的存在了几千年的关于人的问题，入学理论的成就也并没有弥补
对人的教育所面临的困境。
这样的问题和困境不得不促使人们进一步去求索：人究竟是什么？
儿童是什么？
古往今来，哲学家们在考问，教育家们也在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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