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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现状大型调查”的研究成果。
本书通过定量研究、质性研究和文献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现状进行了详尽而具
体的描述，并结合已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探讨了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的实践行为，解构了北京市
青少年社会公德的影响机制，剖析了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现状存在的问题，提供了现阶段北京市青
少年社会公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本书认为，要加强现阶段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建设，各种责任主体，特别是家庭、学校、党政机关
和新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等要积极采取措施，促进社会公共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明确责任主体，
实现各主体工作的有机统一；改善道德教育方式，提高社会成员的公德素质；明确青少年社会公德的
具体规范；为青少年实践社会公德创造有利条件；创新制度，建立道德回报机制，积极满足青少年社
会公德实践中的社会肯定性需要；社会公德建设必须做到教育和规范相结合，引导和示范相结合。

本书中“北京市青少年社会公德现状大型调查”问卷设计具体、准确；抽样设计方案严谨、操作性强
；研究对象有代表性；辅之以2008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个案访谈，研究报告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理
论价值，其成果丰富了青少年社会公德领域的研究，所提供的路径选择对家庭、学校、党政机关和新
闻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在青少年思想教育决策方面具有参考作用，有助于学校、党政机关和新闻媒
体(特别是网络媒体)有针对性地开展青少年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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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意味着其能够赋予青少年获得水平不同的公德教育，这将对青少年的公德意识和活动发挥重要
的影响。
　　在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中，学校是诸多社会化机构中唯一一个专门为社会化目的而设立的机构。
德国哲学家康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完全靠教育。
莱布尼茨也说，如果给他以教育的全权，不需要一百年，就可以使欧洲改观。
可见，教育在他的眼里是无所不能的。
如果说家庭中的社会公德社会化是自然而然实现的，那么学校中的公德社会化则强调专门的学习，带
有半强制性。
学校在青少年社会公德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主要通过下述方式体现出来。
　　首先，学校在超越了家庭教育中所包含的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为青少
年的成长拓展出最初的公共生活领域。
学校里的社会情境比家庭更接近真实的社会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越家庭生活中血缘关系的限制，这里存在着非血缘性的人际交往，如学生与教师
、学生与同辈群体之间的交往。
儿童从家庭来到学校，扩展了其公共生活的时空环境，其社会交往空间也随之扩大了，并开始逐步学
会过一种公共生活。
青少年在此过程中通过不断做出同情、共享的反应而掌握基本的公共生活规范。
其次，学校通过开设专门的课程，采取特定的教育方式，对青少年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系统化的教
育，帮助青少年养成适应公共生活的规范和行为习惯，从而使“人类最优秀的道德文化在这里播种、
生根、发芽”。
比如，根据国家的教育政策，任何一所学校都可以依照国家德育大纲、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的要求设
置公德教育等课程，通过安排专门的教师、专门的时间和多种方式，对学生进行公德教育，这种公德
培养的系统化、正规化是家庭、社会和同龄群体无法做到的。
　　同辈群体是那些在年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比较接近的人们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
青年期，按照美国心理学家霍尔的话说，是个“狂飙突起”，充满矛盾的时期。
青年总是由于心理或生理上的共同点而走到一起，从而形成同辈群体。
从这一角度来说，青年文化是一种同辈文化。
当青年开始走出家庭，疏远父母权威，寻求社会独立性时，同辈群体提供了一种温暖而有力的支持。
在这个文化群体里，成员有着平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兴趣爱好，有着共同的生理和心理年龄特征，可以
为青年个体提供发展角色技能的机会，从而成为个人道德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因素。
同龄群体对青少年公德意识和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提供行动参照系、伙伴支持发挥作用的。
波特斯认为，同龄群体中形成的关系网络本身有4种特征：互惠交换、强制信任、价值内化和有机整
合。
网络中的成员处于一个共同体中，通过长期交往、合作互利，会形成一系列大家预期和认同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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