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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个体社会化是青年社会化的末期!该时期的社会化是为他们进入成人社会作各方面的准备$

大学时期的个体社会化具有个性和世界观接近定型%主动选择社会化内容%获得自我认同和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

盾等特点$ 该时期个体在心理和思想上的变化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陪伴个体度过大学四年的朋

辈群体是个体情感和心灵上最好的寄托和安慰!也是个体思想和行动上最为有效的促进者和影响者!他们无论在

社会价值观%未来社会角色的选择方面!还是在社会文化认同%社会资本积累方面!对大学时期个体社会化都起着

不可或缺的作用!是个体人生发展中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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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过程# 人类从无知

的婴儿开始#只有经过社会化过程#才能变成一个有自

我意识$认知能力$能掌握生活所需文化的社会的人%

人类从出生到死亡都在经历社会化过程# 不同的人生

阶段经历着不同的社会化阶段%在人的一生当中#大学

四年时光对个体来说无疑是美好而又极其重要的#个

体在大学阶段的社会化!以下简称个体社会化"目标是

培养能力$积累力量$建立人脉$充实精神$思想渐熟及

树立人生理想# 而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使个体进入

成人社会时能够更好的适应社会并实现自我% 个体社

会化的完成质量不仅取决于个体的能力$社会化意识$

性格等#还取决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朋辈群体%个体

从上学伊始# 朋辈群体在个体的成长过程中就占有不

可取代的作用及位置%尤其大学阶段#个体在心理和思

想上的变化是个体社会化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此

时# 朋辈群体不仅是个体最亲近和来往最为密切的群

体#也是个体情感和心灵的寄托和安慰$思想走向成熟

和行动趋于理智的最为有效的促进者和引领者& 朋辈

群体对个体的人生理想$职业规划$人生价值观$感情

观$婚恋观等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是大学生个体社

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一$大学生朋辈群体及其特征

所谓'物以类聚(指的就是朋辈群体% 朋辈群体#

是由那些在年龄$兴趣爱好$家庭背景等方面比较接

近的人们所自发结成的社会群体C%D

% 朋辈群体实际包

含了同辈群体和朋友群体两个群体概念#其中#朋友

群体在年龄上的跨度可能更大#对一个人的价值观$

性格及行为影响更大#例如'知青一代(% 总之#朋辈

群体是人的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旗杆# 在个人实现人

生价值的过程中甚至超越了亲人所给予的力量% 对

大学生而言# 朋辈群体在他们所有社会关系中占有

不可替代的地位# 这是因为大学生朋辈群体具有以

下特征%

"一%家庭背景基本相似

在同辈群体中# 家庭背景较为接近的个体更较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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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成朋友群体!而在一个大学生朋辈群体中!往往大

多数成员的家庭背景较为接近" 中国古代在谈婚论嫁

时讲究#门当户对$!意思是结婚双方的家庭背景不能

相差太大%阶级不能太悬殊"放在今天!笔者认为!交朋

友&门当户对$依然有一定的道理!出生%家庭%阶级相

差不大的个体在人生观% 社会价值观上更容易达成一

致!在交往时不容易产生心理落差' 例如!在一个班级

中!贫富差距大的个体越多!班级中越容易形成分层的

&帮派$! 有相似家庭背景的或者来自普通家庭的个体

通常更容易走到一起"

!二"兴趣爱好几乎一致

大学时期! 个体的兴趣爱好对其人生发展及职业

规划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参考价值! 兴趣爱好决定了朋

辈群体的性质" 例如! 大学新生进校后会选择加入他

(她)喜欢的社团!做他(她)喜欢的事*一个人可能有很

多的兴趣爱好!但在一个群体中!只需要一个共同的兴

趣爱好就足以将这些个体凝聚在一起! 也就是所谓的

&共同话题$*在朋辈群体中!共同的兴趣爱好能够撇开

家庭的因素成为朋友!例如!伯牙和子期!一个是富家

子弟+一个是山野村夫!但是他们却因为对音乐的共鸣

而成为一生的至交和彼此的知音"

!三"社会价值观十分接近

大学生时期个体的身体已经发育成熟! 但心理还

处于成熟的过渡阶段! 此时的个体正在形成成熟的自

我人生价值观%社会观及世界观"大学时期个体的人脉

关系就是个体潜在的社会资本! 个体所选择的朋辈群

体将会是今后人生的一笔财富" 已经走出青春期的大

学生比中小学生在交友上选择得更为谨慎! 他们会选

择在各方面的观点与自己更为接近的人做朋友! 而不

会选择和在人生% 价值观方面与自己背道而驰的人成

为好朋友"在大学生的朋辈群体中!通常不会出现在性

格方面反差极大的成员! 群体也不可能会容纳与该群

体主流思想完全格格不入的成员"

!四"人生理想大致相同

大学时期是个体树立人生理想的重要阶段!在这

一阶段中! 个体的人生理想的树立是社会大环境和

个体的生活圈子这个小环境作用的共同结果" 从心

理上讲!个体树立的人生理想需要得到同伴的支持%

理解和帮助! 而个体更希望从有相同人生理想的同

伴获得鼓励和共勉" 在校期间或者毕业之后!有部分

大学生选择创业!而创业的伙伴多是在兴趣爱好%价

值观以及人生理想方面较为接近或者相同的" 这也

是大学生朋辈群体相比其他群体而言最重要的一个

特征"

二#大学生个体社会化及其特征

社会化不仅是一个&生物人$向&社会人$转变的过

程!而且是一个内化社会价值标准%学习社会技能%适

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从生理上讲!个体 $%岁就已经算

是成年人!但是由于大学教育在劳动市场上的重要性!

很多年轻人直到大学毕业前都还停留在前成人阶段"

所以! 通常把大学生社会化看作青少年社会化的最后

阶段"大学生社会化处于预期社会化阶段!这一阶段的

主要任务就是进行大量的学习! 为将来在工作中所要

扮演的角色做准备" 其社会化的主要内容有&学习社会

技能%学习社会行为规范%培养社会角色!'#

"由于大学阶

段大学生心理的特殊性!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也存在

一些有别于其他阶段的特征"

!一"个性和世界观接近定型

大学生年龄在 $%("'岁阶段!在生理上已经成年!

但由于刚脱离中学的封闭式学习和生活以及大学相对

于社会的封闭性! 使得大学生在心理上与成年人还有

一段距离"这表现在,他们往往有理想%有抱负%敢于探

索创新!但同时又由于缺乏实际生活的锻炼和经验!使

得在某些事情的处理上常常会显得过于稚嫩* 随着大

学丰富的校园生活的熏陶! 每个大学生都形成了独特

的性格!对任何事物也有了个人的见解*

!二"主动选择社会化内容

中学时期的学生社会化内容主要来自于成年人的

传播和灌输! 到了大学时期! 他们有了自主选择的意

识* 社会化的内容也由被动教化转变为主动选择!)#

* 大

学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给大学生带来的不仅仅是思想

上的升华!更是能力上的提升和视野上的开阔*在信息

爆炸的今天! 大学生已经开始学会了怎样去筛选和接

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 怎样去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及

学习方式! 以及汲取对自己社会化有帮助的人生观和

社会价值观*

!三"自我认同的实际获得

心理学家埃里克森认为! 青年期社会化的主要问

题是&自我认同$!他认为!只有具有牢固的自我同一性

的青年人!才敢于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的风险!把自我

同一性和他人的同一性融合成一体* 而在大学阶段如

果还未获得自我认同! 将会无法获得亲密感而产生孤

独感*事实上!大部分大学生的&自我认同$都是在大学

阶段获得的!这一阶段!他们获得了自我的角色定位!

对自己也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四"面临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

大学阶段! 个体已经开始摆脱中学时期的青涩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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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走向成熟! 开始树立人生理想并憧憬在未来能够实

现"但是!由于社会迅速的变迁!处于文化#价值和规范

的流变之中的大学生! 发现自己的理想难以找到可以

实现的途径或者固定的模仿对象!"#

" 现实的社会#残酷

的竞争! 无一不敲打着大学生脆弱的心灵和易碎的理

想! 甚至有些变化较大的新事物还可能会削弱社会主

流文化!对大学生的社会化产生威胁"

三!朋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相对叛逆的青春期来说! 大学生的心理发展也存

在相当多的矛盾$独立性与依赖性的矛盾#优越感与自

卑感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交往需要与心理%闭

锁&的矛盾#情绪与理智的矛盾!$#

" 这些心理矛盾的存

在!是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必定会经历的!而陪伴大学

生们顺利度过这一时段的社会化过程的更多的是他们

的朋辈群体!所以!朋辈群体在大学生的社会化过程中

产生的影响范围广且程度深"鉴于大学生在精神追求#

文化信仰以及潜在的社会资本等方面都是成熟于大学

阶段!在此笔者认为!朋辈群体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对大学生个体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社会的价值观正在越来越多元化!这是时代与个

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它的实质就是容纳不同的

价值标准与追求" 同时!在社会进步中逐渐丰富的多

元文化也使得社会价值观越来越多元化!%#

" 社会价值

观的多样化!在扩大大学生眼界的同时!也增加了大

学生对社会价值观的认识和选择的难度!&#

" 在朋辈群

体中! 多元的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来源于两个方面$其

一!群体中每个个体从他们其他的朋辈群体中带出的

社会价值观的组合与发展衍生而形成的多元化'其

二!朋辈群体诞生伊始!开始逐渐形成或选择的主要

方面一致却又个性化的多元化" 对于个体而言!朋辈

群体是他们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最主要的%周边环

境&! 这个环境给予的舆论和价值导向足以使个体在

时间的足迹中完成蜕变!实现个体社会价值观的真正

自我" 从中学进入大学就是进入另一个朋辈群体!也

就等于要形成一套适应现实生活的社会价值观" 大学

里的每一个专业!甚至每一个班级所呈现出来的整体

感觉和班级自身的理念都是完全不同的!这也许就是

朋辈群体的力量"

"二#对大学生个体在文化选择及认同方面的影响

人类灿烂的文化史说明了选择是双向进行的!人类

在对文化进行选择的同时!文化也在选择人!而文化对

人的选择表现在!文化可以塑造人" 虽然有地域的差异

就会存在文化的差异!但是人类在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就

必然会形成对事物的共识!这就形成了文化认同!'#

" 也

就是说!个体会存在于一个群体中!开始是因为对该群

体的文化有了向往! 经过与该群体的深入接触逐步默

认或者认同该群体亚文化" 而朋辈群体自身就代表了

一种亚文化! 个体存在于群体中也只是个体对该群体

文化的认同和吸收! 每个个体身上所容纳的文化也是

多元的文化而非单一的" 大学生在个人的社会化过程

中面临着对社会文化的被动接受和能动选择" 时代所

赋予的主流个体是无法抗拒的! 但是在大学时期的个

体可以形成对他们喜欢的文化的认同和应用"例如!在

主流文化方面!今天所说的%&(后&#%'(后&与%%(后&

在价值观念# 对生活的理解以及婚姻观方面有着很大

的差别!然而%'( 后&与%&( 后&之间也有着较大的差

异'在群体亚文化方面!大学时期的社团#协会就是最

好的例子"

"三#对大学生个体社会角色选择的影响

社会角色的形成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 而个体

想要扮演某一社会角色!其行为也必须满足社会需要"

快速的社会生活节奏使得社会需要也在不断变化!社

会需求的不断变化也对相应的社会角色提出了新的要

求"%时代的变迁赋予了大学生角色新的内涵和新的意

义&

!)(#

" 因此!大学生需要积极的进行角色学习和角色

选择!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大学生社会角色

扮演的学习是从朋辈群体中担任角色开始的! 在朋辈

群体的活动中! 个体更多的是在扮演群体有需要的角

色!如果说父母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老师!那么!在朋

辈群体中的角色就是个体完成社会角色选择和扮演任

务的%始发站&"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今社会!部分大学

生对自己未来的社会角色显得很迷茫! 对于这部分学

生来说!如果脱离朋辈群体而独自存在!那么对于未来

社会角色的选择会显得更加困难" 而在参与朋辈群体

的活动中!他们也许可以得到启示" 例如!很多大学生

选择跟随大流考研或考公务员! 在没有明确理想和目

标的情况下! 他们更容易受到同学或者同寝室同学的

选择的影响"笔者以为!大学生对未来的社会角色的选

择并非偶然!但也绝非必然!更多的是取决于时代的选

择和朋辈群体对社会的价值判断和对社会主流文化的

汲取程度"

"四#对大学生个体社会资本积累的影响

在社会资本研究领域影响最大的美国社会学家詹

姆斯(科尔曼!把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

构资源&

!**#

" 社会资本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可以说范围

甚广!社会结构资源包括了社会网络关系#信息网络资

'*



源!机会能力等等!"#$

" 其中#社会网络关系是社会资本

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阶段#个体社会化的主要内容

是为跨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因此#社会资本积累就成

了个体在大学阶段的重要任务" 大学生朋辈群体是个

体人生中最为重要和宝贵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社会潜

在资本#这些由人际关系构成的$有效的社会资本%#可

以帮助个体更好的立足社会!实现自己人生目标" 朋辈

群体之于个体#是心灵的慰藉!是社会价值的导向!更

是个体社会资本的基石" 朋辈群体不仅是大学生社会

网络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大学生重要的精神

力量" 朋辈群体对大学生在情感上的支持程度与力度

是个体社会资本稳固与否的价值指标# 也正是来自朋

辈群体的同化#使得大学生拥有更多的资本去$逐鹿%

社会"朋辈群体的价值观!认同的文化以及所形成的社

会群体的性质都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大学生的社会

资本的质量"

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国教育历来注重

对学生交友的指导" 由于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等

更多的是来自朋友群体的影响# 所以朋辈群体的选

择对大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尤为重要" 虽然大学生个

体无法选择同辈群体# 但是他们应该学会怎样去选

择朋友# 这对他们现在和今后的人生发展具有特殊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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