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７卷 第１２期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７Ｎｏ．１２
Ｄｅｃ．２０１５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５．１２．０５３

当代在校大学生角色归位路径探究 ①

王迪
（湖南中医药大学 人文社科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０８）

摘　要：当代大学生是关系到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的关键人群。然而，他们却因自身的内部因素和家庭、学校、社会
等外部因素，出现角色认知存在误区、与社会的期望存在距离以及角色冲突等问题。必须通过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

育，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升高校教师队伍素质，进行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实现当代大学生的角色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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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在校大学生群体是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促进中国社会成功转型、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

要力量，也是中国逐步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力保证。因此，塑造身心健康、行为规

范，且具有崇高理想信念的在校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高校素质教育发展不完善，加之家庭教育存在误区、盲区，以及大学生自身因素等

方面原因，导致在校大学生群体行为与其角色要求存在偏差、对立和错位现象。这无疑会对在校大学生

群体本身以及整个社会的未来发展造成种种不利。因而，探讨如何消除在校大学生角色失调和错位现

象，实现在校大学生角色归位，显得尤为必要。

１　在校大学生角色失调和错位的表现
在校大学生角色是指现就读于高校的青年学生被社会规定的与其身份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与义务以

及行为表现。其中，大学生的主要权利包括参加教育教学活动，使用教学设备、图书资料，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学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等；主要义务包括：尊重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习任

务，遵守学校规章制度等义务；社会规定的大学生行为表现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注意仪表整洁，尊敬师

长，爱护公共财物，过好健康的业余文化生活，勤俭朴素，见义勇为，文明使用网络等。在校大学生角色

失调和错位则是求学期间的大学生难以完成社会规定的义务，自愿放弃相应的权利，并在日常生活中表

现出与大学生角色相偏离甚至相对立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校大学生对大学生角色认知存在误区。由高中封闭、高压到大学自由、轻松，这一学习和生

活方式的巨大转变，在促使部分学生自主学习、开拓视野的同时，也让一些学生感受到了由中学生向大

学生这种角色转变的不适应，并对在校大学生角色存在认识上的误区。在学业上，严重忽视主动求知、

能动学习的作用，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进而无形中增加了自身的心理负担。在生活上，表现出较差的

生活自理能力。在人际关系上，很多学生难以摆脱“自我中心主义”的认识误区，缺乏集体观念，行事不

顾及他人。在就业观方面，存在角色理想化与角色悲观主义两种极端。

第二，在校大学生思想和行为与社会要求的大学生角色应有的思想和行为存在距离。个体一旦进

入某一角色，其行为必然会受到社会对这一角色的规约和期望。正如马克思曾指出：“作为确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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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人，你就有规定，就有使命，就有任务。”［１］２２０美国社会学家Ｅ·戈夫曼也认为“进入角色”需要具
备三方面条件：“第一，获得了承担某种角色的认可；第二，表现了扮演这一角色所必须的能力和品质；

第三，本能或积极地在精神上和体力上均投入这一角色。当人们不具备这些条件时，或者与角色之间存

在差距时，就不能进入角色。”［２］３５－４０大学生作为时代新思想的代表和文化的传承者、创造者，以及未来

社会的建设者，应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具有社会责任感

和奉献精神。但在现实中，大部分大学生却在各种文化思潮和多元价值观念的冲击下，出现了“信仰真

空”、理想信念动摇、三观扭曲、追名逐利。个别学生为博得“存在感”，时常在网络等媒体上发布对党和

国家政策带有攻击性的言语或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引起公众一定程度上的思想波动和社会混乱。此

外，在社会生活中对于需要帮助的人群冷眼旁观，严重缺乏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对大学生角色的要求存

在较大距离。

第三，大学生角色冲突。“所谓角色冲突，指在社会角色的扮演中，在角色之间或角色内部发生了

矛盾、对立和抵触，妨碍了角色扮演的顺利进行。”［３］１４９－１５６在大学生扮演各种社会角色的过程中，由于不

同角色对大学生的要求、规范、期望不同，而造成内部角色冲突，另一方面，也可能造成大学生日常行为

与社会要求背道而驰。具体而言，大学生在扮演学生角色的同时担任子女角色，他们对家庭具有较强的

依赖性，对父母言听计从，调查数据显示，“３２．３％的大学生表示，上大学是为了‘改善父母生活，孝敬父
母’，３８．５％的人认为上大学是为了‘找份好工作，好好过日子’，１８．４％的大学生是为了‘实现自己在学
术领域的理想’，此外还有１０．８％的大学生是为了遵从‘父母之命’”［４］。约４３．１％的大学生在上大学
这一决定上考虑了父母的因素，可见父母对大学生的影响之重。此外，在扮演同学、朋友等角色时，时常

会出现当同学或朋友有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时，一方面要进行劝阻，从而扮演好大学生角色，另一方

面，又要承担朋友或同学的不理解甚至反感，这样造成了大学生内部角色冲突。

在角色外部冲突方面，主要是社会对大学生的要求与其自身角色意识的矛盾和冲突，通常表现为大

学生角色的消极懈怠行为和极端消极对抗行为。在精神上消沉萎靡、悲观失望、不思进取；在行为上，对

周围的人和事冷眼旁观、随波逐流，严重者将出现心理扭曲，有的因此而自残、自伤、自杀，或为了眼前利

益而不惜违纪违法。

２　造成在校大学生社会角色失调和错位的因素
大学生角色失调和错位现象在社会中普遍存在，它不仅阻碍了大学生群体本身在社会中应有价值

的发挥，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整个社会的有效发展，而引起在校大学生社会失调和错位的诸多原因，

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

第一，内部因素。导致大学生角色失调和错位的内部因素即大学生自身因素，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

维度。从纵向来看，大学生心理尚未发育成熟，就很容易导致角色的失调和错位。此外，大学生个体角

色意识缺失，许多大学生不能承担历史和社会责任，漠视甚至参与社会不文明行为。另外，个性特征、成

长经历和成长环境，也可能影响大学生对自身角色的认知。从横向维度看，大学生在社会中扮演多种角

色，形成“角色丛”。当同一个体身上角色要求或期待发生冲突时，这一角色便会无所适从，导致角色失

调和错位。

第二，外在因素。引起大学生角色失调和错位的外在因素，主要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分析。

宏观上，其一便是物质主义思潮的影响，人们容易受到自己所创造的物质的“奴役”，在现代物质主

义异化作用下，整个经济社会很容易出现马克思所说的“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

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５］１９６。许多大学生在求学过程中，往往受到这种社会风

气和社会思潮的影响，读书、学习带有明显功利目的。其二，自高等教育普及化、大众化以来，大学生的

社会地位也由社会精英逐步转变为社会的基层、底层工作者，这样的身份落差，使得很大一部分大学生

对前途悲观失望，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保持“看客”心理。其三，中国已进入改革发展的新时期，社会环

境总体上是和平稳定的，大学生缺乏居安思危的意识，欣然接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放弃了理想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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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造成大学生角色错位［６］。

微观上，主要是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的影响。家庭成员的为人之道和处世风格也会对每个人的性

格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家长“强权式”的教育模式下，子女的发展往往会有两种极端，一是严

重自卑，二是极度叛逆。在完全放任的教育模式下，父母缺少对子女及时正确的引导，使子女在生活中

很难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造成角色失调。

３　在校大学生角色归位的途径
大学生群体是社会得以进步，政治文明得以建成，经济和文化水平得以提高的重要力量，他们的角

色失调和错位，将严重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因而必须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和途径，来实现大学生社会角

色的归位，发挥大学生应用价值。

首先，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明确大学生角色定位。通过分析大学生社会角色的要求、规范，来

不断提高大学生对自身角色的领悟能力，并将社会规范和准则内化为自身言行，通过责任感教育，使大

学生逐步认识到自身社会责任，努力达到社会对大学生角色的要求。

其次，注重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提高大学生角色适应性。高校必须建立系统化的心理咨询和疏导

机构，配备专业心理咨询师队伍，定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多种形式的排查，并不断进行大学生

角色适应教育，使大学生逐渐认识到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的重要性。同时学习更多摆脱消极情绪的方

法，从而为适应大学生角色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进而消除大学生角色紧张和角色意识模糊。

再次，提升教师队伍素质，不断培养大学生角色扮演能力。大学是教书育人之所，大学教师不但是

知识传授者，也是大学生成人成才的引导者。在担任知识传播者时，教师应当授人以渔，引导大学生自

主学习，不断提高学生学习能力。在扮演引导者时，教师应当注意自身的言行，时时处处体现出作为大

学老师应当具有的责任感、爱国精神以及高尚的道德品质，以自身行为为学生树立正面典范。同时，鼓

励学生树立远大理想和目标，进行客观的自我剖析，明确自身的优势与不足，做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从而缩短角色差距，减少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角色不适现象。

最后，进行校园文化建设，为大学生角色归位创造良好氛围。校园文化隐含着对大学生的角色期

望，大学生群体会根据这种隐性的角色期望约束自己的行为，并朝着角色期望不断努力，因此建设积极

向上、阳光向善的校园文化，有利于大学生健康心态的培养。同时，重视高校的德育教育与学风建设，从

而使大学生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学习态度。此外，开展多样化的集体活动，让学生在团队活动

中找到自身的定位和价值，提升学生自信心、自我意识以及在集体中的责任感，促使学生在集体活动中

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提高自身角色的适应度。

４　结语
大学生的素质和发展程度是国家发展的关键，大学时代也是人生中的发展关键期和转折期，因此，

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来消除大学生角色的不适应或错位现象，实现在校大学生角色归位，实为当代社会

转型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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