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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社会化中角色适应分析

龚季兴，贺新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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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儿童不应该有好坏之分，只有社会化程度的高低。什么是个体社会化，怎样让每个人都

有良好的社会适应，达到人尽其才，是每个教育者和家长十分关心的问题。社会角色适应是人的社会化

的核心。教育者有针对性地向受教育者提出恰当角色期待并引起受教育者对角色期待的强烈认同感，同

时创造条件，促使其社会角色内化，是促进儿童社会化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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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

和。”每个家长、教师都希望孩子、学生长大后

在社会中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成为社会的栋梁之

材，自己有一个幸福的晚年。但由于认识偏差，

常常事与愿违。有的认为只要有好分数，就会有

好工作，就会有美满的人生，有的认为让孩子学

一些如琴棋书画等技能就能让孩子将来在社会上

混得好，这都只是家长和教师的一厢情愿，因为

人要成为社会的有用之人，社会化程度是关键。

我们不难看到父母呕心沥血，子女却离家出走，

父子成仇，兄弟同窗互相残杀，博士生自杀，大

学生被迫退学等人间悲剧不断上演，这些现象不

得不让我们思考：如何促进个体的最优社会化？

一、关于人的最优社会化实质的认识

西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 0·弗洛姆认为：社会

化是“社会诱导社会成员去做那些要想使社会正

常延续就必须做的事”，“它是使社会和文化得

以延续的手段”。

前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安那列耶娃认为：人的

社会化是两方面的过程，一方面是个体通过参加

社会环境、社会关系的途径，掌握社会经验的过

程，另一方面是个体对社会关系系统的积极再现

的过程。

教育社会学认为：人的社会化是指个体适应社

会要求，在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学习与

内化文化而胜任社会所期待承担的角色，并相应地

发展自己的个性的过程。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人的最优社会化包括四

方面的要素：一是使个体知道社会或群体对他们有

哪些期待，规定了哪些行为规范；二是使个体逐步

具备实现这些期待的条件，如知识、技能、技巧、

环境等，自觉地以社会或群体的行为规范来指导和

约束自己的行为；三是充分发展个体的个性，扬长

避短，在充分尊重个性特点的基础上，向个体提出

适合于他特点的角色期待；四是个体社会化以社会

文化在个体中的内化与个体胜任社会所期待的角色

为标志。

!1&’ 年，萨金特开始把角色概念与社会化联

系起来，提出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角色承担。社会化

被看成社会学习、角色学习和获得价值标准的混合

体，是使人受到充分的社会制约的手段。

帕森斯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角度发展了萨金特的

思想，认为不必将人性陶冶得完全符合社会的要

求，只需要让他们知道对角色的特定要求，从而使

他们成为能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人就够了。他指

出，只有当从事社会活动的人和社会连成一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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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与社会才能形成一个统一体；只有承担角

色的人各司其职的时候，社会才能存在，因此，角

色习得过程也就是使个体行为符合社会要求、规范

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得以存在与维持的前提条

件。

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社会角色的习得是

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

二、社会角色及其形成过程的分析

下面从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方面作如下

分析：

（一）社会角色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社

会群体对处于某一特定地位上的个人所规定的一套

行为模式，二是个体对社会角色期待的感知、认同

与实践。它是社会规范、群体期待、社会文化及个

体自我意识的综合体现。其中社会文化是影响社会

角色内涵的主要因素。只有当个体感知到社会的角

色期待，同时引起对该角色的认同，并努力去适应

和内化它，从而承担、胜任该角色时，社会角色才

得以形成。

（二）社会角色的适应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

外在动力，即社会或群体提出的角色期待，来自社

会发展需要；一是内在动力，即个体对角色期待的

认同、向往、追求，来自人的本能性的自然需要和

人的社会性需要。

（三）个体角色化的过程：个体角色化是个体

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对角色的感知、认

同、同化，并自觉履行职责的过程。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阶段：角色感知阶段。在任何新关系出现

之时，个人都试图了解他人对自己的角色期待，感

知角色的具体要求，如“小学生要做些什么”，

“校长应是什么样子的”，这是角色适应的前提。

第二阶段：角色认同阶段。认为别人对自己的

角色期待是恰当的，是自己愿意承担的角色，这是

角色适应的关键。

第三阶段：角色内化阶段。个体用该角色的要

求去规范自己的思想、言行，并学习相关的知识、

技能、技巧、行为准则。如一个人要想成为律师，

就必须参加律师资格考试，取得律师资格，遵守律

师职业道德，否则角色适应不成功，社会化受挫。

这是角色适应的保证。

第四阶段：自觉社会角色阶段。某社会角色已

深入到他的心灵，履行该角色的义务已成为他的自

觉行为，游刃有余，并感到成功、快乐、幸福。这

是最优社会化的表现。

三、对儿童社会化中社会角色适应实践

的思考

儿童社会角色适应情况直接反映儿童社会化的

程度，所以，在教育中要特别重视儿童的各种社会

角色的适应情况的考察，并创造条件促进儿童社会

角色适应。

（一）对儿童提出的角色期待必须具体、生

动，能引起儿童的认同感

任何一个角色都有对其最低限度的角色要求和

理想的角色要求，每个人都处在最低限度要求与理

想要求的一个点上。目前，我们的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存在太理想化和形式化问题，家长教师不管孩

子的情况如何，一概用太理想化的角色去要求孩

子，要他们成龙成凤，上好学校，有好工作。反映

在中小学教育中就是太注重人才的甄别和选拔，而

不注重人的基本素质的培养，课堂教学追求花架

子，学校管理更注重争取名誉和政绩，家教满足虚

荣，不是根据儿童的实际提出切实可行的目标和角

色期待，孩子不知道自己是谁，经过奋斗可以成为

怎样的角色，到头来，不仅没有促进儿童的发展，

反而好大喜功，误了孩子的前程。

针对这种情况，其对策是明确规定出合格学

生、合格孩子的底线要求、中线发展标准、上线发

展目标，家长、教师根据儿童实际提出具体、生动

的角色期待，让儿童对新角色产生浓厚的兴趣。

（二）创造条件让儿童有社会角色实践的机会

儿童活动的场所就是儿童社会角色实践的场

所，教师、家长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培养其角色意

识。

在家庭，他是家中一员，就要承担一些力所能

及的家庭的责任，如打扫卫生、洗碗做饭，端茶送

水、铺床叠被，孩子能做的尽量让他做。应有意让

他承担一定的责任，如看家、看护生病的家庭成员

打点滴等。在公众场合，让他感受到他是公众一

员，要爱卫生、讲秩序、献爱心；在学校，他是学

生，勤奋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纪律、

是他的本分，要有主人翁意识。这样具体的角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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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能克服思想品德教育中的形式化做法。

（三）引导儿童学会反思，不断修正、补充角

色内涵，从合格角色向理想角色发展

善于反思是社会化程度高的表现。在角色实践

中教师、家长要有意引导儿童反思。在家里要定期

对孩子的角色适应进行评价，指出其优点和不足，

在学校，可以通过班会和团队活动来引导儿童反思

学生角色的履行情况（底线、中线、高线），这样

可以克服以往假、大、空的人格评价做法，从而对

学生进行操作性很强的角色实践指导，促进学生向

理想角色发展。

（四）培养儿童不断向新的社会角色挑战的勇

气和能力

人的一生是由一连串的纵向社会角色和横向的

错综复杂的社会角色构成。从纵向讲，从出生到死

亡 要 扮 演 乳 儿 、 婴 儿 、 幼 儿 、 小 学 生 （ 少 年 角

色）、中学生、大学生（青年角色）或社会成员

（中年和老年角色）等许多社会角色。从横向讲，

在不同的环境，要扮演不同的社会角色。角色扮演

要准确、角色转换要得当、角色适应要迅速才能保

证人的正常生活和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作为教育，

首先应培养儿童不断挑战新的社会角色，成功适应

不同角色的勇气和能力。

下面就儿童上幼儿园、小学、初中，家长、教

师应做的工作提一些建议。

!、 儿童上幼儿园应做的准备

上幼儿园是人生第一个需要做出重大努力的事

情。首先，幼儿离开父母和亲人要到一个陌生的地

方去生活，将失去安全感，经历心理断奶的痛苦。

其次，没有自理能力，面临无助恐惧。每年开学我

们不难听到孩子不愿上幼儿园而声嘶力竭的哭叫

声，根本原因是家长没有为幼儿适应新角色作铺

垫。

建议： $ ! %在幼儿将要上幼儿园前三个月，应

经常带幼儿去幼儿园玩儿，熟悉教师和环境，激发

幼儿上学的热情。 $ & %加强自理能力的培养。如自

己大小便，自己喝水、穿衣、穿鞋，独立睡觉。

$ ’ %加强身体锻炼，增强抵抗力，减少在幼儿园生

病的可能性。 $ ( %发展幼儿的交往能力，让孩子有

上幼儿园的心理准备。

&、帮助孩子尽快适应小学生的角色。

幼儿园与小学最大的区别是前者以游戏为主，

自由自在，后者以学习为主，要服从学校的纪律约

束，承担学习压力。上小学，是人接受正规学习的

开始，以养成教育为主。

建议：（!）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经

常带孩子参观小学，了解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为上

小学作好心理准备。（&）训练孩子的自控能力和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不挑食不偏食、做事情

有始有终、早睡早起等。（’）逐步指导孩子阅

读，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独立思考的习惯。

’、做好小学生与初中学生角色的衔接。

初中生中大多数已进入青春期，生理与心理的

迅速发展让家长感到家里有了一个“小大人”，两

种角色的衔接至关重要，直接影响人的一生。

进入初中，教师的管理方法与小学有很大区

别，课程要求也有很多不同，自学能力的培养就显

得特别重要，这是为儿童终生发展打基础，必须引

起重视。

建议：（!）小学中年级开始进行性生理和性

心理的初步知识的讲解，孩子进入初中后，要细心

观察，多与他们交谈，化解逆反心理，预防叛离心

理产生。（&）加强责任心的培养。初中生自我意

识迅速发展，强烈要求独立和做主，这正是培养责

任心的大好时机。责任心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

石，必须将它植于中学生角色的核心。如对父母负

责，对家庭负责、对学习负责、对班级和朋友负责

等。今后张大后了才能对国家负责。（’）加强自

学能力的培养。

综上所述，儿童适应了社会和群体赋予他的每

一个角色，他就有一个快乐幸福的人生，我们的社

会就会健康、快速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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