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变迁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基础信息

课程名称 家庭社会学 专业名称 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

课程类型 ○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 ○专业拓展课

授课对象 大一新生 授课学时 1

章节内容 家庭变迁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教材名称及
出版单位

主教材：《家庭社会学（第二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参考书：《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南京大学出版社

《中国之家庭问题》商务印书馆

教学分析

内容分析

本章节系统地阐释现代社会在家庭结构、功能、关系和观念方

面的变迁历程及其特点，并围绕当今社会的婚姻家庭热点问题，探

讨变迁中的家庭、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背后的社会学逻辑，

更好地理解私人生活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家庭变迁跟家政服务

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图：

学情分析

1.家政专业学生特点：学生对于家政专业仍不重视，对于家政的理解

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家政服务，还未树立起“大家政”的概念。

2.知识与技能基础：已熟知家庭的定义、家庭的法律关系、家庭生命

周期；但是学生基础知识薄弱，对于一些概念，如“变迁”、“家

庭功能”、“家庭结构”、“四二一家庭结构”理解不清，无法从

家庭的视角理解家政行业发展。



3.认知与实践能力：学生理解和掌握家庭生活学的基本概念，了解家

庭发生、演变的历史。通过社会调查，对于家庭亲子关系变化、现

代家庭经济状况都有了认识。但是数据分析能力、表达能力都有待

提高。

4.学习特点：学生具有一定信息素养，对抖音等新媒体软件获取信息

更感兴趣，易接受新鲜事物，但对“填鸭式”教学积极性不高，更

倾向于在体验中感悟，喜欢探究式学习。

以上结论基于下图：

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能力目标 素养目标

掌握用社会学

视角考察作为社会

生活基本单位的家

庭的特征和演变规

律；掌握从家庭变迁

发展的角度认知家

政未来发展方向；认

识现代意义上的家

政是家庭关系及家

庭事务的统称，涉及

家教家风、家庭收

支、家庭教育、家庭

管理等内容。

掌握分析家庭

与个人、社会之间的

关联性及其互动背

后的影响机制的能

力。

学会以社会学的

眼光检视日常生活，厘

清传统与现代、个人家

庭与国家之间的关系，

从而树立正确的婚姻

观和生育观，培养学生

的家国情怀和对中国

梦更加深切朴素的理

解。激发学生关心社

会、参与社会的积极

性，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教学重点

1.了解家庭功能和家庭结构。

2.了解家庭变迁带来的影响。

3.掌握家庭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影响。

4.分析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

教学难点

理论联系实际，对家庭现象和家庭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进行

理性分析。要求学生在学习相关知识及实践技巧的同时，要发展自

己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形成创造性思维。

教学策略

教学组织

教学方法：

认知学习 情境模拟 小组讨论 案例教学

教学资源

1.视频资源（中国大学慕课、国家职业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2.数据资源（国家统计局、育娲人口研究）



3.自制活页式教材

4.其他平台资源（学习强国、学习通、泛雅平台）

教学实施

课 前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1. 上传《我们的家：

388 本家庭档案背后

的家国变迁》相关资

源。电影《82 年生的

金智英》

2.布置预习作业。

3.做出教学预判，根据

学生预习情况调整教

学策略及内容。

（约 60分钟）

1.登录平台，观看课程

资源。

2.按照要求，完成预习

作业。

①搜集家庭变迁相关

资料（图片、影片）。

②查找国家统计局公

布关于人口的最新数

据。

③进行大学生恋爱观

社会调查。

（约 120分钟）

学生学习有目的

教师教学有依据

学习通平台

课 中

教学环节 教学内容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创设情境

导入新课

通过语言引

导学生回想

家庭生活经

验。

启发学生思维

（2分钟）

提出疑问思考

（2分钟）

通过结合自

身经验吸引

学 生 注 意

力，并引出

本节课学习

内容，提高

学生学习兴



趣。

整体感知

家庭的

社会意义

1.《习近平

“典”亮新

时代｜家风

篇》视频片

段。

2.理解家庭

领域正遭遇

千年未有之

流变。

3.理解家庭

的社会功能

不可取代。

无论时代如何

变化，无论经济

如何发展，家庭

的社会功能都

不可替代。

（5分钟）

观看视频，理

解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家庭、

家教、家风的

重要论述。

在学习通的讨

论区发布看完

视频的感受，

便于词云统计

一目了然。

（5分钟）

通过视频让

学生在思想

上产生强烈

震动，理解

家庭的社会

意义。

激发学生关

心社会、参

与社会的积

极性，培养

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

（课程思政）

知识讲解

家庭功能变

迁

1.传统社会

的家庭生育

功能体现自

主性、自愿

性。现代家

庭生育功能

受 政 策 引

导，呈现低

生 育 的 特

点。

2.家庭保障

功能包括赡

养父母，抚

养子女。旧

孝 道 强 调

“ 奉 养 无

违”，新孝

道重实效、

强调情感表

达。

借助 PPT，完成

课程内容的讲

解。

从两张折线图，

发现中国人口

变化趋势。

2022 年是重要

的一年，出生人

口 首 次 跌 破

1000 万，出现负

增长。

讨论 1：为什么

现在的年轻人

观看 PPT，理

解掌握课程内

容。

看折线图，分

析人口变化趋

势。

结合生活经验

并查找资料，

分析生育率降

低的原因，总

结归纳表达观

点。

帮助学生掌

握新的知识

点，又与专

业相结合，

为将来就业

打下坚实基

础。

（ 解 决 教 学

重点）



3.家庭情感

功能，现代

社会的家庭

离 婚 率 上

升、结婚率

下降。

普遍不愿多要

孩子？引导学

生分析图表。

生育的成本、代

价高过生育的

收益和效用。

（14分钟）

利用网络查找

资料。

对于完成的社

会调查结果进

行汇报。

（14分钟）

各抒己见

练思辨

1.讨论 2：全
职儿女是花

式啃老还是

新型职业。

2.各组讨论

后，分享观

点。

通过图片，指出

争议，布置讨论

话题。你同意哪

一种看法？理

由是什么？

社会快速发展，

家庭领域的新

现象层出不穷，

同学们要擅于

发现，勤于思

考。

（8分钟）

通分组讨论，

然后派代表

分享本小组

看法。要求：

明确表达自

己观点；2.能

从多个角度

思考。3.阐述

有理有据。

认真听取其他

同学观点，聆

听老师点评总

结，加深对问

题的理解，有

意识地尝试从

多个角度思考

问题。

（8分钟）

引导学生对

社会现象分

析，能得出

客观、理性

的观点，发

展逻辑思维

能力，提高

思维的深刻

性、批判性。

（核心素养）

通过有争议

的 话 题 讨

论，培养了

学生的思辨

能力。

（解决教学

难点）

知识讲解

家庭结构变

迁

1.家庭类型

联合家庭

主干家庭

核心家庭

借助 PPT，完成

课程内容的讲

解。

观看 PPT，理

解掌握课程内

容。

结合生活经验

帮助学生掌

握新的知识

点，又与专

业相结合，

为将来就业

打下坚实基



2.家庭结构

变迁特点

独生子女家

庭、核心家

庭增多；流

动儿童、留

守儿童、单

亲家庭、丁

克家庭、重

组 家 庭 增

多。

3.家庭规模

变小

4. 婚 居 模

式：婚居模

式是指新婚

夫妻结婚后

所选择的居

住形式，从

从夫居到并

家婚、两头

走。

讲解家庭结构

变化数据，引

导学生从数据

看问题本质。

为什么会出现

婚居模式的变

化？

婚居模式的改

变从侧面反应，

现代女性地位

的提升，女性在

家庭中的话语

权和决策权提

升。

（12分钟）

并查找资料，

分析家庭规模

变化原因，总

结归纳表达观

点。

利用网络查找

资料。

（12分钟）

础。

（ 解 决 教 学

重点）

学以致用

助专业

课堂小结

升主题

在家庭变迁

进程中，作

为家政专业

学生应尽的

责任？

进入现代社会，

家庭功能、家庭

结构都发生了

变化。这样的变

化对家政行业

跟家政产品的

分组讨论

根据随机选人

情况，结合自

身情况进行阐

述。

引导学生树

立起“大家

政”的概念。



设计有哪些影

响呢？

心中有祖国，哪

里都是奋斗的

舞台！

（5分钟）

读习主席对于

家政行业的寄

语，品味含义。

（5分钟）

课 后

教师活动

（需备注时间）

学生活动

（需备注时间）
设计意图

利用平台点评反

馈，及时点评反馈学生

作业完成情况。

作业来源：教材课后解

答题。

（30分钟）

登录平台查漏补缺

1.完成作业后上传平

台分享。

2.查看老师点评反馈

情况，查漏补缺。

（30分钟）

实时监测，适时指

导，提升能力。帮助学

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

形成能力。

板书设计

教学评价



1.评价形式：学生自评+组间互评+教师点评相结合。

2.评价工具：学习通后台统计成绩、课堂综合表现以及参与活动情况。

3.评价内容：

线上：课前任务完成情况、考勤、课中平台互动频率、课后作业完成情况。

线下：课堂活动的参与度、回答问题的正确率、笔记整理情况等。

评价构成：客观 70%（平台数据统计）+主观 30%（教师课堂口头点评）。

部分评价如下图：

教学反思



教学效果

学生课堂参与度大幅度增加，课堂综合表现积分 80 分以上占

68%。96%的学生能说出家庭的社会意义，明确作为家政学生肩负的

使命。75%的学生已经掌握家庭变迁的内容，83%学生能够从多个角

度思考家庭变迁产生的社会问题。58%的学生能够结合家庭变迁特点

设计家政服务产品。

特色创新

1.结合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最新数据开展教学。即采用专业基础

课教学以教材内容为主，在完成教学大纲提出的目标任务的基础上，

穿插有关新的研究成果，将教师浏览、查阅到的大量资料、目录和

相关内容交给学生，通过教师提供的信息，促进学生学习上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2.结合社会热点问题开展教学。即通过引导学生去探讨和分析各

种社会热点问题的成因、影响和应对策略，积极培养学生的“社会

学想象力”，并提升他们对日常生活中各种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洞

察力，以及分析社会问题和应对社会问题的能力。

3.结合学生实际状况开展教学。教学是师生合作互动的过程。作

为任课教师不仅要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认知能力和知识水平，还

要根据这些情况及课程特点制定讲课内容：包括讲解的起点内容、

授课方式与方法，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达到师生合作互动的效果。

改进措施

存在不足：

19%的学生对家庭的情感功能理解不到位。

改进设想：

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选取案例，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