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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社会化对大学新生角色转变的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中国人民大学    胡治宇 

一、社会化和预期社会化 

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

色知识的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郑杭生，2003）。每个人必须经过社会化才能使外在于自己的社会行为规范、准则内化

为自己的行为标准，这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并且社会化是人类特有的行为，是只有在人类社会中才能实现的。用弗洛伊德的话说，

社会化就是个人学习控制天性的冲动，就是“把野兽关到笼子里”的结果。如果就青年人的社会化特征来讲，更是一个人获得自己

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是社会对个人的文化教化和个人对社会主动选择与能动调适的统一过程。 

“预期”一词在《全新汉英词典》中可以找到对应的解释是“anticipate，指根据自己的常识或以往的经历而做出的预测”；

在《辞海》中的解释为：事先的期望，也有对未来情况的估计。之所以将“预期”这个概念引进社会化的过程中，是本着预防的宗

旨。社会化是对一个真实过程的描述，那么预期社会化就是对这一过程开始的设想、假定、规定、选择的阶段。社会学家普遍认可

的预期社会化是这样一种社会化形式：即人们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习得的不是现在要扮演的角色，而是逐渐明确将来要扮演的角色

内容。在其概念的界定中主要是体现着一个“预”的意识，因此，我们认为，所谓预期社会化，就是个体在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化过

程之前，不断明确有关角色内容、角色规范、角色期望等的阶段，并且这种期望受到社会化结果的作用，一般情况下是不能轻易改

变的。 

二、大学新生预期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大学新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正在实现由高中生向大学生的角色转变，他们在大学里的学习都是为将来在工作中要扮演的

角色做准备，这种学习过程正是预期社会化。在微观个体层面，要以“学什么”“学多久”“如何学”为重点，重要的是让新生个

体从“微观”自我调节中明确学习项目选择、学习时间分配、学习方法以及自我检测策略等，以使个体能最优化地完成学习任务，

并实现较高的学习效率。这是将大学新生的角色内容主要界定在学习层面上的普遍观点。 

除此而外，大学新生面临的社会化还将是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交往和认同过程。李红和张仲明主张心理教育要处理好师生之

间的关系，构建一种“心理教育同盟”（张仲明，李红，杜建群，2005），并认为这是心理健康教育发挥作用的起点。虽然心理教

育同盟是一种心理学范畴的形式，但在大学生中，这种“同盟”所意味着的平等、尊重、自由和激励，在个体社会化过程中是不可

或缺的。 

价值观的教育和转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大学新生的价值观由于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和思想环境，正在发生着激

烈的碰撞和矛盾的动荡，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心理学方面的价值干预在学校心理健康辅导中的正确运用往往对低年级和未成熟青

年人有积极的作用（黄海亚，2009）。另一方面，如何让学生在大学生活中了解自己，尽早明确自己的人生定位和发展期望，都是

预期社会化的内容。这里的预期社会化的主体由大学生本人转变为能对其产生正面榜样效应的他人，这一他人群体的存在，是预期

社会化的关键，也是大学生实现自主社会化的主要因素。 

按照艾里克·艾里克逊的理论，大学新生还面临认同危机，因为在一生人格发展中，每个阶段都会有一种认同危机产生，对每

个认同危机的积极处理，就会产生稳定的认同。而处在第五阶段的“认同与角色混淆（青春期）”与第六阶段“亲密与孤独感（青

年期）”正好是大学新生所处的阶段，具体来说，是一个人在无需虑及自我认同丧失的情况下就会去爱另一个人和关心另一个人的

能力。如果一个人不能与他人亲近，他或她就会生活在一种孤独感之中。亲近他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依赖于一个人自我认同强弱的大

小。许多青春期的社会化是以预期社会化形式出现，就是为扮演未来角色做准备的社会学习过程。初级社会化指早年为各种成人生



活角色所作的基本准备。 

在青春期，年轻人不断地摆脱家庭的影响并更多地接受学校与同辈群体的影响，整合新旧两种情况，面临疑惑和混乱，常在唯

我主义和自卑之间来回变动。由于孩子对父母在情感上不断取得独立，同时又继续接受父母的经济支持，这种冲突就会使他们产生

强烈的、很是烦恼的感觉。再加上大学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上的重要性，经济等原因造成大学生就业难，青年期成人生理早熟和心理

晚熟的现象在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也正在凸显出来。 

三、大学新生角色转变存在的误区 

1．自主能力较差而导致的自立意识淡薄 

大学新生，正经历着由高中学生向大学新生的转变，从一个过去相对熟悉的环境进入一个全新的陌生环境，即全新的校园环境

和人文环境，一切意味着新的开始。由于目前我国高中教育仍以应试教育为主，高中生的学习被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学生的衣食

起居及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家长和教师多半为之代劳，以至于学生的主要职责就是“好好学习”。这在高中阶段，是一种较为

普遍存在的现象。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高中生在生活方面也大多对家长和教师依赖过高，因此当他们成为大学新生后，容易延

续这种习惯，一时难以摆脱对家长和教师的依赖。而一旦这些学生的父母不在他们身边的时候，他们唯一可以依赖的就是教师了。

在大学新生中过分依赖教师的情况相当普遍。同时，新生离开家庭和父母的关照后不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反而将这种情

绪加在学习和交往中，甚至寻找新的依赖对象，这种做法是不可取，更不应忽视。 

2．固执于学习成绩决定论中而忽视了全面发展 

高中阶段，高中教师和高中生均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一方面，高中教师面临着高考巨大的升学率的压力，另一方面，大多数高

中生承载着父母厚望即升学的压力。因此作为高中教师，他们在这种压力下，不得不卯足劲帮助高中生提高学习成绩，但相对忽视

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以至于不少教师认为学生只要成绩好，别的都不是问题。可以说，这是应试教育体制下高中教师的无奈之举。

虽说国家强调要提高高中生的综合素质，但是很多高中教师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的工作业绩多数与学生的升学率直接

联系起来，因此高中教师过分注重学生成绩就属“情理之中”了。此外，现在多数家长寄于高中生厚望，希望他们“成龙”或“成

凤”，这一点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多数高中生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最好考上重点大学。因此，高中生在承受了父母这份厚

望的情况下，也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拼命三郎式的埋头苦读，他们中大多数人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了，家长和教师就会肯定

自己。所以，当他们变成大一新生的时候，不少学生仍坚持“只要学习成绩好，什么都不是问题”的原则，这很容易导致过分注重

学习成绩而忽视了全面发展。 

3．自我定位缺失导致缺乏应有的职业准备 

由于高中生多数在高中时的“根本任务”是考上大学，因此，无论是高中教师、家长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高中生未来所要承担的

社会角色，作为心智尚未成熟的高中生对这一点更是欠缺考虑。比如在高中生填报志愿时要么听家长的，要么听教师的，真正自己

做主的少之又少。因此，当高中生进入大学后，由于没有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志愿，不少人不但对学习不太感兴趣，而且不愿意去思

考自己未来的职业并作相应的准备。一部分学生甚至以为考上大学便“万事大吉”，不再发愤学习。据2007年4月18日中国青年报

报道，重庆科技学院心理中心的教师在多所大学的调查发现，2006级学生具有职业理想的人数比例仅为55.78%。更值得关注的是，

明确表示无理想、正在寻找理想、写不出或不愿写自己理想的学生占9.52%。事实上，就大学新生所处的阶段而言，有无职业规

划，似乎不是一个直接需要面对的问题，然而，在社会学的层面上，这一现象所预示着的将是一种未来求业中的种种困惑甚至是择

业过程中出现的反反复复，找不到自己兴趣所在，心理空虚感和现实压力交织着的矛盾。 

4．理论学习与实践的脱节导致综合应用素质较低 

根据社会学理论，作为青年期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学习并逐渐内化社会化过程中的一切规范和内容，顺利在一定的社会范

围内工作和学习，正确处理与他人、群体和社会的关系是青年人作为社会人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人”，

因此，过分强调学习成绩是不利于大学生正常成长的，将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一方面，就学习书本上的理论知识而言，学习书

本知识绝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以后担当相应工作做好知识储备，况且理论知识还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正是古人所说“纸上得

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另一方面，学会做人这一青少年社会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更不能完全死记书上的知识，而是

需要在实践中去学习、在实践中灵活运用。因此，无论从学习理论知识还是从学会做人来看，都是与实践高度结合的，而不是与实

践相脱离的。一个只会“读死书”而不会灵活运用知识且不会做人的大学生，不是我们时代所需要的人才。 

四、大学新生在预期社会化中实现角色转变的途径思考 

1．帮助新生“断奶”，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 



社会学家把大学新生阶段称之为“人生的第二次断奶期”，其中所谓的“断奶”主要指的是脱离他人的教导、要求、规定等固

有的生活模式，进入一个完全自主和自我管制的阶段。从社会化的角度，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此阶段的社会化结果直接影响

大学生在以后的社会生活中作为独立的人的是非观念、自我能力以及社会关系是否良好等等。高三学生过渡到大一新生，发生了一

系列的变化：其一，自由支配的时间多了；其二，教师“不再”严格管理了。针对这些情况，教师和家长要对其进行正确的引导，

应当通过合理的方式让新生明白：之所以有比较多的时间让他们支配并不等于就不用认真学习了，而是要他们更加积极主动地学

习，不再像高中那样被动地接受知识。大学生应具备的一项重要能力即是学习能力，而学习能力的获得一般不是教师能教授的，主

要是学生自己摸索出来的。大学的管理模式与高中截然不同，不再是一种“保姆式”的管理模式，而主要是自我管理。在这种管理

模式下，学生要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每个人立足社会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自我管理模式下，家

长也不应当“帮”得过多，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因此，教师和家长应共同努力帮助大学新生实现心理上的“断奶”，让其学会独立

生活。 

2．重视全面发展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从预期社会化的最终目的看来，大学新生最终要成长为一个能适应社会、适应社会生活的社会人，因此在一开始，预期社会化

的目标就应当以培养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核心，而不是去更多地关注这一过程中的种种空想和幻想。说到底，

就是一种学习理论和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尽管当前高校普遍强调学生的成绩与综合素质，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成绩的好

坏仍然是许多高校考核人才的重要的甚至是唯一标准。主要表现为，不仅奖学金的等级严格按成绩的高低顺序来排列，连入党、评

优、保研等也紧紧地与成绩栓在一起。在这种模式下，易造成“唯成绩论”，进而产生理论与实践脱节的严重后果。因此，高校首

先应当制定一项包含成绩在内的综合考核标准。毕竟高校不等于高中，高等教育不应当是一种应试教育，而应当以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为根本目的。具体说来，在综合考核标准中，可将学生是否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这一项置于十分重要位置，以此来鞭策新生

重视社会实践，用书上的理论知识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发展相关知识，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

在实践中学习如何做人，积累自己的人生阅历和为人处世的经验。应当说高校教育的真正目的应该是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

身心健康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3．引导学生进行人生规划进而找准社会化的过程目标 

无疑大学生的社会化是一个伴随着大学生活的全部过程，但是往往社会化的结果却大大不同，并且这种不同具有普遍意义上的

可对比性，就是一种对生活的满意性情感的拥有程度。在大学新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因个体不同而产生的动机也会不同。由于受到

高中教育的影响和心理成熟度限制，以及个人兴趣的影响，大学新生在社会化过程中的具体阶段性目标变化很大，预期效果往往较

差。因此，进行有效地引导，尤其是对个人学习情趣、生活习惯等积极引导，往往能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诚然大学生就业指导越

来越受到重视，许多大学也开设了就业指导课等类似的课程，但是这种就业指导课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令人质疑。一方面，上这门

课的教师多部是学校的辅导员或公共课的教师，他们作为专职教师，其所从事的职业相对单一，自身的经验相对较少，因此，他们

一般很难真正地把这门课讲得扎实；另一方面，课程开设的时间也存在合理性方面的问题，不少学生可能并不能真正理解开设这门

课的真正意义，只是为了修完学分而“不得不”学，因此学习效果也大打折扣。因此，可以聘请理论与实务两方面都强的教师来讲

解大学生就业指导课，同时，可请一些名人，包括杰出校友等现身说法，帮助新生尽快培养职业意识。这种职业意识一旦培养起

来，就可以作为一种具有永久性动力的社会化动机，通过预期社会化的规范和调整，对大学新生的成长和适应社会、自我实现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 赵孟营．社会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 华红琴．社会心理学原理和应用[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5． 

[4] 张锦坤．白学军，杨丽娴．国外关于“微观”自我调节学习的研究概述[J]．心理科学．2009，（1）：164-166． 

[5] 张仲明，李红，杜建群．学习能力培养教学原则探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1）． 

[6] 黄海亚．学校心理辅导中的价值干预取向及运用[J]．大众心理学，2009，（10）． 

[作者简介] 胡治宇（1977～），男，湖南宁乡人，中国人民大学2009级博士研究生。 

《石油教育》2010.3期 



相关连接 教育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石油远程培训网 京ICP备05019427号

Copyright © 2003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石油教育学会主办 

电话:(010)62069323 传真:(010)62069321 Email:wangxp@cnpc.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