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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发展与社会责任》

内容概要

当代儿童的生存状况与未来发展已成为本世纪新发展的主题，从怎样认识儿童世界，关注儿童成长过
程中各方面的需求，真正做到“为了孩子”，这不仅关系到孩子的自身成长，更关系到未来社会的整
体发展情况。目前，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既为社会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为儿童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
选择空间。然而，应该看到，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在为儿童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
了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 们必须关注。因此，在2003年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上海市妇联、上海社会
科学院《现代家庭》杂志社共同主办了主题为“儿童发展与社会责任”、“为了孩子”国际论坛，旨
在倡导舆论，整合社分力量，共同推进儿童的发展。
本论文集是在论坛收到的52篇与会议论文基础上遴选出的优秀论文。这34篇论文就和童发展与社会环
境、儿童发展与社区指导，儿童发展与学校教育、儿童发展与家庭教育、儿童发展与心理干预、儿童
发展与权利保障等方面议题进行了阐述与探讨，提出了对策建议，它可为政府儿童社会政策的制定提
供依据。
本文库希望针对中国转型的实践提供理论上的研究成果，以繁荣社发科学事业的发展。这些成果的面
可以十分宽广，但大体上会包括三类：（1）介绍性研究成果，即和转轨、过渡、转型有关的研究理
论和已有的研究发现；（2）记录性研究成果，即对转轨、过渡、转型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
的变迁给予科学意义上的完整描写；（3）探讨性研究成果，即对转轨、过渡、转型的中国现象进行
理论剖析和创新研究的理论成果。文库的取材来自转轨与过渡中人口、社会、政治、法律、经济、道
德、宗教等不同的社会面相，研究主要关涉结构变迁、组织重建、家庭与人生的生命周期、人文现象
发展、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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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儿童发展与社会责任》的笔记-第313页

        At the children welfare homes the model of Small Group Family Unit (SGFU) care creates a wider and more
diversified living environment. 
中国传统式福利儿童照顾，1978年中国有49个社会儿童福利院，1055名工作人员，共收养了3665名儿
童，到1996年又84个儿童福利院，3970名工作人员，共收养了11083名儿童。从1987年到1996年，中国
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儿童增加了7418人，增加了两倍。这种模式不能够对有特殊发挥需求的儿童进行照
顾，如残疾儿童，同时儿童的潜能得不到发挥，相比较于家庭和社区这两种生存环境。福利儿童照顾
模式有明显的劣势。1994年，英国救助儿童会和安徽省民政厅合作在安徽省广德县儿童福利院试点尝
试小家庭单元照顾模式。将福利院中原来在大集体机构方式下生活的儿童，按照不同性别、年龄、个
性、爱好以及不同身体状况因素分成不同的小组，每组4-6名儿童，由一位家庭妈妈或一对夫妇（家庭
父母）来照顾他们，并和他们生活在一起，通过类似社区自然家庭的生活，体验家庭的经历，儿童得
到更好的照顾和教育，为期将来顺利融入社会、独立自主的生活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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