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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的社会适应 能力是 国家和社会非常关心的 问题
。

学者们对大学生社会化展开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
,

提

出了 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大学生规划
,

充分利 用课堂教学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社会化
,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大学生 自我社

会化
,

加强谋体导向引导大学生的社会化方向
,

参加社团活动实现大学生社会化
,

为后来的学者们研究提供 了借鉴和参考的价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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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是国家和社会非常关 《高职院校学生社会化成长的新思路 》等几篇论文

心的问题
,

他们的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成长分别是正 进行了实证研究
。

学者们的研究主要从社会学和

常社会化的内
、

外在表现
。

大学阶段从人生 的发展 教育学视角出发进行
。

研究的思路主要有两条 一

历程来看是大学生社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

大 条是提出大学生社会化存在的问题
,

以及问题的原

学生进人高校以后不仅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

具有 因
,

最后归结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策略 另一条是

过硬的思想素质
,

扎实的专业基础
,

健康的身体
,

还 从某个视角出发提出实现大学生社会化的途径
,

如

要做好走向社会的准备
,

怎样适应社会成为他们在 社团活动
、

校园文化
、

体育活动
、

社会实践等
,

通过

大学 阶段 主要 的训 练 目标
。

笔 者在 中国知网 单个视角分析和研究促进大学生社会化的策略
。

上对
一

年对关于大学生社会化论 二
、

研究的主要内容

文期刊进行查询
,

结果显示如下 检索项 主 人的社会化具有连续性和阶段性
。

大学生社

题
,

检索词 大学生社会化
,

精确查找
,

全部期刊共 会化是个人社会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

是中学

有 篇
,

核心期刊共有 篇 检索项 篇名
,

阶段社会化基础上的继续
,

处在一种较为特殊的文

检索词 大学生社会化
,

精确查找
,

全部期刊共有 化环境影响中
。 「“
在人的生命发展历程中

,

大学生

篇
,

核心期刊共有 篇
。

对大学生社会化问题 的社会化与中小学和老年的社会化不同
,

大学生的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学生存在社会化问题的障碍 社会化是决定他们与社会关系的重要阶段
,

他们的

表现以及分析其原因
,

最后提出可行性问题支持策 社会化内容由被动的适应社会到主动 自由规划的

略
。

学者刘志坚用三年时间对 所大学 名毕业 转变
,

由社会客体向社会主体地位的转换
,

进而逐

生进行了跟踪调查
,

结果发现只有 的毕业生在 渐实现大学生社会化的这种过渡
,

为大学生的人生

几个月内能胜任工作
,

有 的毕业生在一年或一 职业规划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

年以上能胜任工作
,

有 的毕业生要经过近 年 一 对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研究的意义

的时间才能胜任工作
。 「
因此

,

研究和探讨大学生 促进大学生适应社会

的社会化问题
,

对于提高他们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 人生下来只是
“

生物人
” ,

只具备最基本的生理

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

本能
,

他们想要成为正常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中生

一
、

研究的主要情况 存
,

就必须通过特有的教学活动和校园文化
,

如 制

学者们对大学生社会化的研究主要以理论思 度规范
、

主题演讲
、

班级学习园地等等
,

使生活在其

辨的方法为主
,

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关于实证研究的 中的他们有意无意地与文化发生认同
,

相互作用
,

论文屈指可数
,

如李凤兰的 《高校学生社团对大学 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
、

心灵和性格的塑造
,

促进大

生社会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对武汉地区 四所部 学生社会化
,

尤其是处于社会化重要时期的大学生

署高校的调查 》
、

陈瑞瑞
,

牛秀平的 《社团活动与大 完成社会化
,

实现由
“

生物人
”

向
“

社会人
”

的转变
,

学生社会化的关系研究 》
、

赫秋菊
,

韩宁的 《浅析体 为大学生未来的发展奠定基础
,

促进他们适应社

育对高校学生社会化的作用 》
、

于宏辉
,

魏秀艳的 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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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个性与完善人格

人的社会化实质上就是作为一个
“

社会学习

者
”

和一个
“

社会参与者
”

的人的个性和社会性的全

面发展的过程
。 「习
胡绪

、

秦莲华认为
, “

个性决定一

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和他 自己
,

也决定了一个人对外

部世界
、

环境
、

他人和 自己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

行为
。 ”

个性的形成是人通过社会化而获得的
,

并

且人的社会化过程是塑造个性和完善人格的唯一

途径
。

大学生的个性
,

在与人的交往
、

合作学习以

及生活中都具有社会化途径
,

大学生形成的稳定个

性和人格对以后的人生成长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

有利于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内化

人的社会化的基本内容是个人学习和掌握社

会文化
,

即人的社会化就是社会文化的传递过程
,

其核心内容包括价值体系和社会规范
。

通过大学

生 的社会化过程
,

他们可 以将社会的价值观念内

化
,

学习和掌握社会规范
,

从而使他们很清楚的认

识到个人人格的形成和发展及 自我观念的完善的

重要性
,

这对于丰富个人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对个

人的社会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

因此可以说
,

大

学生社会化对于价值观念的养成具有重要的指导

意义
。

二 关于大学生社会化的问题研究

价值取向多元化

学者张泽星认为
, “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念

趋向于多元化
,

具有 自我化
、

短期化
、

实效化的特

点
,

从价值主体上看
,

大学生的自我主体意识增强
,

注重 自我价值的实现 在价值取向上
,

大学生将理

想与现实功利结合起来
,

倾向于奉献与索取并重

在价值评价标准上
,

具有双重性
,

理论知识上的标

准与实际践行的标准不一致
。 ” 「〕
学者方巍认为

, “

现

代大学生在成长的道路上选择方面出现了
“

红道
” 、

“

黄道
” 、 “

黑道
”

以及
“

褐道
”

之分
,

这些不仅说明了

当代学生实现目标的途径多样化外
,

也意味着其价

值取向的分化
。 ” 「

先期教育内容缺损

学者鲍丙刚认为
, “

虽然我国的教育体制
、

高考

制度等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完善
,

但是家长与老师

的期望以及社会 的评价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学生的成绩与分数
,

升学率也依然是衡量一个学校

办学质量和水平的试金石
,

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教

育
,

往往是老师课堂说教的多
,

学生接触实际生活

和动手操作机会少 被动接受东西多
,

主动思考问

题少
,

缺乏现实生活磨练
,

心理发展不健全
,

导致很

多大学生在一定时间内无法适应大学生活
”

对社会认知偏差大

学者刘志坚认为
, “

现代大学生在接触到局部

社会的黑暗或丑恶现象时
,

往往将其扩大化
,

经常

使 自己的亲社会的热情骤然降到冰点从而产生沮

丧
、

失望
,

个别人甚至会产生反社会的情绪和行为
,

或恶意攻击
、

诅咒社会
,

以发泄其内心积怨
。 ” 「

三 关于大学生社会化的策略研究

以校园文化为载体优化大学生规划

校园文化就是以学生为主体
,

以素质拓展活动

为主要载体
、

以校园精神为主要特征的群体文化
,

是一个学校的优良作风
、

文化传统
、

精神气质和理

想追求的综合体现
。 「〕
学者刘志坚认为

, “

要营造积

极向上 的
、

健康的校园文化
,

充分发挥学校校园文

化的隐形教育作用
,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要建立有

意义的人文景观
,

如名人塑像
、

名言灯箱标牌等
,

让

校园里的每一寸土地
、

每一个建筑
、

一草一木都蕴

含着社会的主流价值和主流观念
,

体现着美好社会

的人文精神
。 ” 「
学者张艳辉认为

, “

校园体育文化能

够引导和促进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
,

这样不仅有助于大学生增强体质和发展智力
,

而且

还促进大学生人格的塑造与个性的发展
,

培养大学

生 良好的心理
,

产生群体认同感和归属感 另外也

提高了大学生的交际能力和社会角色意识的培养
,

同时也规范了大学生的社会行为
。 ” 「〕

充分利用课堂教学渠道实现知识技能社会化

大学课堂的功能就是教人育人和社会化
。

通

过课堂学习知识是大学生适应社会的主要渠道
,

应

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对大学生社会化的主导作用
。

学者李宏国
、

张勇等认为
, “

首先要求授课教师要有

渊博的专业知识和高尚的道德情操
,

通过课堂教学

与学生直接交流
,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和世界观 其次要求课堂教学要有严格的规

章制度
,

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角色和人际交往能力
。 ”

学者张爱丽认为
, “

高校在课程设置上应以拓宽学

生 的知识面
,

扎实学生 的专业理论基础
,

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为宗旨
,

通过课堂教学使学生掌握获取

知识的途径和方法
,

可 以他们的自学能力以及调整

自己知识结构的能力
。 ” 「,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实现大学生自我社会化

学者鲍丙刚认为
, “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高等教

育的重要内容
,

是增强大学生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的有效途径
,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过程中
,

要不断强

化其大学生社会化的功能
,

深人发掘其教育价值
, ,

从而达到促进大学生社会化进程的 目的
。 ” 口〕
学者胡

绪
,

秦莲华认为
, “

通过社会实践
,

学生不仅可 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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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己的社会生活能力与实践能力
,

还可以在活动

中体验和理解社会规范的重要性
,

内化学生 的社会

价值观
,

使其在知识
、

能力
、

情感
、

价值观等方面获

得整体发展
,

也能在真实的实践活动中逐渐成长为

社会人
。 ” 日〕

加强媒体导向引导大学生的社会化方向

学者李宏国
、

张勇等认为
, “

政府和社会应加强

对大众传播媒体的监管
,

突出大众传媒的社会责

任
,

多一些品位高
、

人文底蕴深厚
、

科学性强的栏目

和内容
,

发挥媒体对大众的积极导向作用 高校应

建立适应网络化发展的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新

模式
,

强化道德意识和增强理想信念
,

让大学生在

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下
,

学会鉴别和选择
,

提高大

学生判断是非的能力
。 ” 「
学者张爱丽

,

张金波认为
,

“

社会实践活动是实现学生社会化的有效途径
,

大

学生应积极投身于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

在实践中迅

速成长
,

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
,

使其更好的认识社

会
、

了解社会
,

从而顺利地从学校走向社会
,

缩短完

成社会化进程所需要的适应期
。 ” 「
鲁红艳认为

, “

大

众媒体犹如一把双刃剑
,

对大学生的社会化既有积

极的作用
,

也存在负面影响
。

应加强对大众传播的

规范
,

同时提高大学生对大众传媒信息的识辨力
,

发

挥校园文化的积极作用来抵制大众传媒的不良影

响
。 , , 「 。

参加社团活动实现大学生社会化

学者李凤兰在对高校学生社团对大学生社会

化影响的实证调查结果是
, “

是否参与社团对大学

生 的道德社会化
、

政治情感与态度
、

自我认知等影

响显著
,

公益型社团推动了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发

展
,

专业学术型社团促进了大学生个体社会化的发

展 大学生参与社团活动的程度对其社会化影响显

著
,

参与程度越高的学生社会化完成就越好
。 ” 「, 〕

学

者朱忠祥认为
, “

高校学生社团在大学生社会化过

程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
,

但是它也存在两面性
,

对

高校学生社团必须加以引导
,

充分发挥其积极作

用
。

要积极引导
,

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
、

科学管理
,

健全社团管理机制
、

加强扶持
,

增强社团的 吸引

力
。 ” 「, 习
学者陈瑞瑞

,

牛秀平认为
, “

大学生社团适应

了大学生 的心理发展特点和满足了大学生多元智

力发展的需求
。 ” 「, 〕

三
、

研究的评价与展望

关于大学生社会化问题学者们已经取得 了丰

硕的成果
,

通过研究表明在大学期间
,

学校作为大

学生社会化培养的主导者
,

也为大学生社会化做出

了许多努力
,

如 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
,

注重课

堂教学渠道学习知识社会化
,

提供给大学生更多的

社会实践经验
,

鼓励
、

支持学校社团活动等等
,

这些

已经慢慢贯彻到大学中
。

学者们做出的贡献是不

可否认的
,

但是从研究成果上看
,

更多的学者是以

理论研究为主
,

现阶段众多的研究没有准确把握大

学生社会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

提出的对策可行性不

强
,

同时对大学生社会化存在的问题研究比较单

一
,

缺乏对大学生社会化的系统分析
。

希望学者们

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通过个案调查研究

和对大学生社会化的现状调查
,

系统分析大学生社

会化问题
,

探讨帮助大学生顺利实现社会化的支持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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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特别是独立性
,

减少其依赖性 对于农村孩子来

说
,

要打破其消息闭塞的弱点
,

多鼓励孩子了解职

业世界的知识
,

使他们能够在找工作的过程中对各

行各业有所了解
。

此外
,

学校
、

家庭和社会合作
,

加

强三方面经常性的沟通和交流也具有非常重要的

意义
。

总之
,

大学生职业成熟度的提高是一个系统工

程
,

不仅需要大学生自身的努力
,

而且需要家庭
、

学

校和社会的积极参与
,

给予大学生积极正确的指导

和辅助
,

使大学生能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念
,

尽早

做好职业规划
,

积极主动自信地去应聘社会工作岗

位
,

进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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