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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古人云：天不变，道亦不变。修身文化也是时代之产物。时至近代，面对中国
社会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修身文化将何去何从，既关乎其自身的发展流变，亦关乎中华
民族的生死存亡。 而王小静的《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
不但丰富了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而且对现代人树立正确的修身观、人生价值观，亦
不无启示意义。

内容简介

     王小静的《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以清末民初
修身教科书为研究对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综合运用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统
计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的发展历
程及其中蕴涵的修身思想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考察与分析。 通过《清末民初修身思想研究
--以修身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不仅有利于人们了解清末民初修身教科书及其修身思
想的历史面貌，而且对今人的修身和当下的修身教育亦不无启示；不仅可以弥补现有研
究的缺憾与不足，而且对人们了解我国古代修身文化的近代转型亦不无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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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小静，女，河南洛阳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于武
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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