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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实证研究》

内容概要

《中国独生子女群体实证研究》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教育学重点课题、教育部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成果。
随着我国独生子女数量的不断增加，独生子女群体日益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当前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新形势下，全面把握我国独生子女的状况，针对独生子女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独生子女的特点，
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促进包括独生子女在内的所有受教育者的健康成长，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
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加强对独生子女这一受教育群体的研究，已经成为教育领域的一项重大课题
。
“中国独生子女问题研究”是在文献研究和大量实证研究（问卷调查、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完成的。
在对国内外已有研究文献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小学学生特别是独生子女学生以及学生家长、
教师进行较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是本课题组进行这项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课题组针对独生子女的状
况和特点，对问卷设计的整体思路和框架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在对有关文献进行研究分析
的同时，先后召开了6次研讨会，认真听取和研究了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和人口学专家及部分中
小学教育工作者的意见。同时，为了更好地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独生子女学生的现状、特点，为了保证
学生、家长填写问卷的真实性，课题组在问卷设计过程中先后进行了二十余次讨论及修改，并在北京
市的部分中小学校进行了问卷试填，最后确定了分别针对小学学生、初中学生、高中学生、学生家长
、学校教师和学校基本情况进行调查的6套问卷。此外，课题组还与有关行业、部队以及一些大学合
作，设计并发放了针对体育领域、部队和大学生的3套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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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编 独生子女问题总论第一章 独生子女问题的战略分析第一节 独生子女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我国中小学独生子女的现实状况第三节 对深化教育改革的若干思考第二编 独生子女现状概述
第二章 独生子女问题的社会背景第一节 我国独生子女现状与发展趋势第二节 独生子女政策对我国未
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三节 独生子女政策给我国教育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三章 独生子女问题
研究的现状第一节 研究的基本状况第二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第三节 对研究现状的评价及未来研
究的展望第三编 独生子女学生群体研究第四章 独生子女学生状况分析第一节 问题及分析方法第二节 
独生子女发展的基本状况第三节 相关分析与结论第五章 独生子女学生成长案例分析第一节 问题的提
出第二节 研究方法第三节 研究结果第四节 思考与建议第六章 独生子女学生的家庭成长环境分析第一
节 研究背景与方法第二节 独生子女家庭与家长第三节 家长眼中的独生子女第四节 风险与挑战第七章 
对高等院校独生子女学生的专项调查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第二节 相关理论和研究回顾第三节 数据介绍
第四节 分析结果第五节 结论与启示第四编 我国独生子女学生状况的区域比较分析第八章 部分省市独
生子女状况的分析与思考第一节 辽宁省独生子女状况分析第二节 天津市独生子女状况分析⋯⋯第五
编独生子女问题的国际比较研究第九章 部分国家独生子女概况及其相关研究附录调查问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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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独生子女的“体质与健康状况”　　2005年全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的身
体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近年来，我国学生的耐力、速度、爆发力、力量
素质呈进一步下降趋势，学生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不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青少年学生体
质的下降已成为全社会关心的问题。　　（1）独生子女的身体素质。　　针对独生子女身体状况，
有研究认为：第一，独生子女的身体形态指标，如身高、体重、胸围等静态指标超过非独生子女，其
差异程度有的达到了显著水平；第二，在力量、速度、耐力、肺活量等身体素质指标方面，独生子女
不如非独生子女。　　就学生的视力状况看，各个学龄阶段中独生子女视力正常的比例均低于非独生
子女，而近视的比例均高于非独生子女。在小学、初中和高中各阶段学生中，独生子女近视的比例相
当高，分别占28.9％、47.5％和67.1％。　　（2）独生子女的健康状况。　　孩子请病假的情况可以从
一个侧面反映孩子的身体状况。家长问卷调查显示，有　超过2／3的孩子上个学期没请过病假，其余
的孩子都或多或少地因为生病而耽误过上　学。在这项调查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差异具体表
现在：’72.6％，的非独生子女　没请过病似，比独生子女的比例高出6.8个百分点，而请假O～5天的
比例也低于独生　子女5.9个百分点。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健康状况的差异并不
　大.甚至独生子女的营养状况还要好于非独生子女，但由于受到家长的过度保护，稍　有不适就请假
在家里休息。　　从总体上看，虽然独生子女的形态发育指标不低于非独生子女，其营养情况甚至　
好于非独生子女，但其体质健康水平总体上说不如非独生子女。令人欣慰的是，这个　问题已经引起
了独生子女及其家长的注意。家长问卷调查显示，超过I／3的独生子女　家长在回答“希望孩子空闲
时问所做事情”时，首选的是“锻炼身体”，高于非独生子女家长约12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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