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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AD_E6_9D_91_E6_c61_647062.htm (一)文化整合 在城

中村改造过程中，城中村的居民身份发生了变化，正是这一

变化直接导致了角色冲突的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伴随着角色

冲突同时发生的还有文化冲突。 传统改造往往急功近利，期

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城中村居民完成其自身的城市化，事

实上一个全新的角色定位需要很长时间，绝非获得一个市民

的身份就可以完成自身的城市化。同时在长期的二元制度下

形成的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城中村存在现

代都市文明与传统农业文明、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主流文

化与边缘文化的冲突，渗透在物质、制度与精神文化的各个

方面。文化整合是解决文化冲突和角色冲突的关键。在城中

村改造过程中，我们主要做的就是对于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两个方面的整合。 来源：www.examda.com 1 制度文化整合。

从制度文化的层面来看，由于户籍和体制的分割，城中村虽

然身处于城市当中，却形成了与城市主流文化不同的亚文化

，亚文化的主体就是城中村的村民和更多的“异地”流动农

民。因此，人口规模达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并从事非农经济

活动的地区，仍然是农村建制，不能完全实现农村向城市的

转化。所以，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畸形的社会制度首先要改

革。 2 精神文化整合。从精神文化来看，城中村在生活方式

、心理认同、价值观念都和城市有很大差异。在生活方式上

，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单调，重视情感生活，这与

以业缘关系为主导的城市显得格格不入，也正是从心理上无



法认同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在价值观念上，城中村居民对于

集体的认同感大大高于城市居民，其价值取向的集体性显得

也颇为浓重，并且利益目光较为短浅，对于看得见的利益和

眼前利益看得尤为重要。另外，由于传统的“土地情结”使

得城中村居民形成了乐于现状、不思进取的人格特征，这也

与城市文化显得格格不入。 针对农村和城市两种文化的差异

，需要对城中村居民进行城市文化宣传和学习，培养其积极

向上的精神面貌，促其共建和谐城市。 百考试题论坛 (二)以

人为本，发挥社会工作者的作用 来源：考试大 对于角色冲突

和文化冲突的解决，社会工作在村民角色冲突协调方面可以

进行有益尝试。 1 从宏观来看，社会工作的作用是促进制度

变更和创新。加快制度改革步伐，废弃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

体制，加大农村各种保障制度建设，使得城中村居民能够在

制度层面和市民享受同等待遇。加强城中村居民城市文化认

同感，以社区为主体，各种非政府组织作为辅助，努力改变

城中村居民的生活方式，认同城市文化，重塑城中村居民的

价值观念，增加市民与城中村居民的互通，增强两种文化的

互动，完成文化整合，实现人的城市化。 2 从中观来看，重

建社区文化，让城中村居民接受新的社区文化，促进自身角

色的转变。首先，应该加强社区建设，社区作为城中村居民

日常生活的地方，对于城中村的文化重塑有着重要的作用。

经常举行社区活动，加强居民的参与互动，潜移默化改变其

原本的文化认同，使得其接受城市文化，转变其角色认同，

减少社会冲突的发生。其次，加强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

助人自助”宗旨下，帮助居民重塑城中村的文化。再次，重

建社区文化须招募专业的社区工作人员，并有社会工作者运



用社区工作来组织社区文化重建。在专业社区工作者的努力

之下，使原来的社区文化完成重建，逐步和市民社区文化完

成对接。 3 从微观来看，帮助城中村居民完成角色转变。对

于城中村的物质形态的转变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可以完成

，但是对于村民的角色转变培养却是一个漫长的时间。社会

工作者可以通过小组或个案，在工作中定期、不定期对城中

村居民进行新角色认同感的培养，让“村民”认识到自己的

角色已经转变为“市民”，培养其在新角色下相应的行为方

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文化模式，减少在角色转变过程

中的角色冲突。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利用专业的知识来对城中

村居民进行各种能力的培养，其中包括：新角色的适应能力

与扮演技巧、角色的交流沟通技巧、压力缓解技巧、进行新

职业的培训等，还可以定期举办职业培训班，增强他们自身

的造血功能，填补政府工作的空白地带。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