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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青少年问题不仅是其个体发展特殊时期的一种内在规律，也是一定阶段国家和社会问题的一种外在表
现。
因此，青少年问题不是青少年自身的问题，而是国家和社会的问题，青少年问题最终是社会状态的一
种预先设定和其后折射。
关注中国当前的青少年问题，应以转型的视野首先对中国社会的变迁进行重墨解析。
随着国家和社会控制方式的转变，以及市场机制的引入所带来的非国家控制的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迅速
成长所提供的基础和领域，社会成员在职业选择、空间流动以及个人生活、言论等诸多方面都获得了
空前的自由，人们对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公民意识、权利
意训逐渐增强。
这种个体价值意识的正方向强化和行为方式的负方向自由，附以经济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重大变革
以及全开放，其结果必然是经历其中的青少年个体价值意识迅速的觉醒和固化，以及价值观念与行为
方式的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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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青少年问题研究视阈限定　　一　概念澄清与理论框架　　（一）概念澄清　　1.　青
少年　　青少年问题的研究对象是青少年，然而青少年概念的所指以及指何，学术界要谓众说纷纭。
青少年是一个明确指向但又很难确切定义的概念，它大体指个体身体开始发育但并未完全成熟的特殊
阶段。
在现代中文典籍中，青少年有很多种注释，如1993版的《现代汉语大词典》中，青少年的注释是指“
青年和少年，年轻的男女。
”1991版的《张氏心理词典》中关于“青少年期”的注解是：“由青春期开始到身心渐臻成熟的发展
时期，女性自12岁至21岁之间，男性约13岁至22岁之间，儿童后期到成年之间的大约十年期称为青少
年期。
”1990版的《教育大词典》则分述了“少年期”和“青年期”：“少年期亦称学龄中期，指约11岁
至15岁之间的儿童向青年过渡的时期，是青春期来临、身体发育的加速期；青年期则是指个体由少年
向成人过渡的发展时期。
”　　联合国《到2000年及其后世界青年行动纲领》（1995）中规定青年为15-24岁的年龄组，同时指
出：“关于青年的定义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情况有波动而不断有所改变。
”这亦看做是国际社会对青少年内涵的界定。
　　至于青少年概念的学术厘定，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采取了不同的判断，很难归一。
生理学视青少年为生理各方面发育迅速，肌肉发达，骨化逐渐完成，心血管系统发育尤快，各种活动
能力（灵敏、精确、耐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体力增强的时期；心理学则把青少年的标志定于心智达
到一定成熟的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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