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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道德社会化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其内涵因大学生为道德社会化的主角而不同于

其他群体的社会化；其主体除了大学生外，还包括了学校范围内的教师和其他职工；其过程是教

化、内化、外化相统一的三个阶段；其环境主要包括校园文化环境、虚拟环境、人际关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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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是一个人在一生中要始终面临的问题。

根据社会化的不同内容，人们把社会化划分为不同

类别，比如政治社会化、道德社会化、性别社会化

等。这些不同类别的社会化既有共同点，也有自身

的特殊性。尤其是作为社会中青年群体的大学生，

他们在各类别的社会化中，都呈现了这一群体的特

点。作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关注大学生

的社会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道德社会化作为大学

生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学者们对其关注也较多，但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主要关注于大学生道德社会化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基本问题

研究不够深入。 

一、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内涵论 

社会化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

许多学科共同研究的课题，不同学科对社会化的认

知是不一样的。社会学将社会化看作是人与社会的

互动，关注社会规范在个人身上的内化以及社会角

色的形成；社会心理学侧重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

自我成长，关注个人学习社会规范的心理过程；文

化人类学内涵的探讨也较多；文化人类学则主要关

注社会化过程中文化的传承，关注人们是如何传承

传统文化的。[1]（P122）理论研究总是思维的抽象，任

何单一学科都无法完整描述的社会化过程。而所有

社会化过程中都必然有着共同特点，将这些特点描

述出来就能给社会化一个比较实用的定义。以社会

化发生 de 过程为基础，以各学科的理论认知为借

鉴，笔者以为社会化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通过家庭、

学校、社会群体、大众传媒等途径学习社会规范，

以自我理解与实践为基础在社会中将社会规范付诸

实施的过程，以使自己能够不断适应社会、改变社

会。这个过程是人与社会的互动的过程，是个人自

我成长的过程，是学习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创新的

过程。 
道德社会化是社会化在道德教化领域的展现，

因此它也符合上文中所论述的社会化内涵。道德社

会化的内容特殊性决定了道德社会化过程的特殊

性。道德的特殊性 在于它不具有强制性，而存在领

域则具有广泛性，道德影响个人的途径也是多样的。

这种特殊性使得道德社会化过程更多强调个人对道

德规范的自觉接受，更为尊重个人在这一过程中的

主体性和自主性。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是大学生个体社会化在道德

领域的表现，这个过程因为大学生群体的鲜明特点

而具有不同于其他群体道德社会化的特征。首先，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属于人生的基本社会化阶段，他

们在大学阶段的道德社会化所面临主要问题是自我

意识的觉醒与在大学之前所接受的道德观之间的冲

突与协调。他们在大学以前接受了一定的道德社会

化，但道德社会化尚未完成，其道德观尚未牢固确

立，而大学阶段的道德教育以及自我接受道德社会

化的能力，给其道德观确立带来巨大的冲击。其次，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参与力量广泛，家庭、学校、同

辈群体、大众传媒等都是大学生道德社会化重要参

与要素，这些力量通过大学生自身道德选择与道德

实践来发挥作用，其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客观性

作用突出。再次，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大学生的主

体地位突出。这是因为大学生道德判断能力随着他

们自身的成长在发展，其道德选择能力因为大学生

的知识水平而提高。这两种能力使得大学生在道德

社会化过程中的主动选择性、主动防御性十分强烈，

道德社会化效果受大学生个体特质影响明显。 

二、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体论 

谁是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体？这个问题看似

简单，但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却蕴含着人们对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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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教育过程的认知倾向。如一般意义的社会化过

程一样，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包含着多个社会主体和

个人主体。通过文章第一部分关于大学生道德社会

化内涵的讨论可以推论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体，

不能仅仅定义在大学生个人身上，而应该扩展开来。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主体还包括学校的教职员工、

家庭意义上的亲朋好友、自己的同学朋友，甚至应

该包括从事新闻、信息传播的传媒从业者。从教育

过程的角度看，大学生道德社会化主体只包括教育

者即教师和受教育者即大学生。通过上文论述我们

知道，大学生道德社会化过程中存在多个主体。有

这样的主体论认识，我们才不会在道德社会化过程

中，忽视除大学生之外其他主体的作用，以便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者能够有全局视野来统筹所有主体，

来共同促进大学生道德社会化。 
不论是社会化理论还是主体教育论都认为大学

生是道德社会化的核心主体。大学生这种主体地位

的确立，并不意味他们是道德社会化的当然指引者，

从大学生道德发展规律方面说，从道德教育的规律

方面说，教师仍然是道德社会化过程的主导者。这

种大学生主体地位的确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者摒弃科学教育、知识教育的方式，应从大学生自

身的道德发展趋势来谋划道德社会化过程。大学生

主体地位的确立不等于大学生主体性的发挥，道德

社会化过程中还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采取多方

面措施，来激发大学生在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主体

性。这种主体性首先指大学生能够意识到自身道德

发展水平和道德发展要求，主动的参与道德社会化

过程；其次指大学生能够内化主流道德规范，并根

据自己的理解对社会各类道德现象有一定判断；

后指大学生能够在社会生活中实践主流道德规范，

通过自身的努力，推动社会道德水平的不断提高。 

三、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过程论 

从人的社会化实践看，大学生道德社会化过是

社会教化传递道德规范过程、个体内化道德观念过

程、个体实践道德规范过程的集合体。这三个过程

统一于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全领域，是学校教育与

大学生成长的积极互动，它包含着国家、社会对大

学生认同主流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期望，包含着

大学生接受社会主流道德观念、道德规范从而成为

社会人的主动行动，包含着大学生以自我理解为基

础、以自身个性方式实践主流道德规范的行为表现。

需要指出的的是，这三个过程是大学生道德社会化

行为的三个方面，现实中不存在任何一个独立意义

的过程。 
从社会教化传递道德规范的过程看，大学生道

德社会化不是大学生一种完全自发的行为，而是在

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安排下，由学校来承担的一种

硬性的“隐形”任务。因此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的

方向性是既定的。这一过程，主要由教师来主导，

强调教师的权威性，大学生处于某种意义上的从属

地位。这一过程强调的是对学生进行的道德灌输，

强调对学生的行为控制、行为训练和行为矫正。 
从大学生内化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过程看，

大学生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能力随着自我意识的

增强而完全不同于少年儿童，他们对所接收的道德

信息，是经过一种自我建构的内化。这种内化的道

德规范已经加上了个人的理解，是道德规范个体化

的第一步。这一过程因为大学生除了正式渠道接受

道德教育外，还通过家庭、学校、朋友、大众传媒

等途径接受道德信息，其在接受道德规范时会存在

多种选择。内化过程需要与教化过程紧密结合，引

导学生正确内化所接受的道德信息。从这个意义上

说，教化过程与内化过程不能完全分开。因为“建

立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的教育也许意味着比在传统

学校任何时候曾经存在的成人和儿童之间的更复杂

和更亲密的接触，结果是更多而不更少地受别人指

导。”[2](P348) 

从大学生实践道德规范的过程看，这一过程是

道德社会化的 终目的所在。这个过程是大学生依

据所接受的道德观念、道德规范，通过自己的行动

去参与社会道德生活。大学生因为个人对道德观念、

道德规范理解的差异，在道德实践中呈现了多样的

丰富形态，大学生的道德水平也呈现了参差不齐的

情况。 

四、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环境论 

所谓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环境指的是影响大学生

道德社会化活动进行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如同

其他教育活动一样，大学生道德社会化也必然在一

定的环境中进行，并与周围的环境进行互动。就一

般意义而言，影响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的宏观环境有

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精神环境。在现实的大学生

道德社会化的实践中，影响道德社会化的因素主要

是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但这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重

点，因为大学生群体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学校中，其

道德社会化过程中的教育因素、文化因素、人际交

往因素更为明显。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来看，

以学校各种条件为基础的校园文化环境、以网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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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的虚拟环境、以师生、学生与学生交往为基础

的人际交往环境对大学生道德社会化影响 为突

出。马克思说：“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

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3](P167)因此必

须优化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环境。 
校园文化环境直接与学生相联系，是大学生道

德社会化过程中的隐形参与要素。每一所学校的校

园文化各有特色，对于不同高校的大学生来说这一

环境影响会有所不同。优化校园文化环境，首先要

统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与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关

系，将知识学习与活动体验相结合，促进大学生的

知行合一；其次要建立与大学生道德社会化相适应

的学生管理制度，帮助学生养成自我道德教育的习

惯，从行为培养入手强化大学生的道德行为训练；

后要推动以学生社团为主体的道德实践活动，挖

掘校园道德明星，积极宣传身边的道德榜样，让学

生的道德社会化能够找到参照物。 
大学生使用网络的频率远远高于其他社会群

体，大学生受网络世界所形成的虚拟环境的影响也

是不言而喻的。虚拟环境为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提供

了一个全新的空间，这种虚拟环境中个体身份的隐

蔽性为大学生道德失范提供了土壤，对大学生道德

社会化形成了冲击，容易削弱大学生在现实世界中

的社会化效果。同时，这种虚拟环境也拓展了大学

生道德社会化的途径，为大学生接触社会、进行道

德学习提供便利条件。优化虚拟环境，首先要加强

网络世界的管理，贯彻实施国家有关网络管理的法

律法规；其次是要组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通过网

络媒体与大学生沟通交流，引导大学生的道德观念

与社会主流道德观念相一致，在虚拟环境中塑造与

大学生道德社会化方向相一致的舆论导向； 后要

与现实中的道德教化相结合，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者、大学生群体之间即时沟通机制，对虚拟世界

中大学生的道德失范情况进行监督，纠正大学生在

虚拟世界中的道德失范行为。 
大学校园内的师生关系、学生与学生的关系构

成了大学生人际关系环境。对于在校大学生来说，

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孤独感，渴望交往并与周围老师、

同学建立和谐、友善的人际关系成为普遍而强烈的

心理需求。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促进大学生的道德

社会化进程，发展和完善大学生的个性；反之不良

的人际关系会严重干扰大学生的道德社会化，扭曲

他们对于道德观念、道德规范的认识。优化大学生

的人际关系环境，首先要求教师树立主体教育观念，

在课堂教学以及日常与学生交往中，充分尊重学生

人格，在与学生互动中让学生体验到自我的价值；

其次对学生进行人际交往的培训、指导，让学生掌

握人际交往的基本法则，并与《思想道德修养与法

律基础》课程教学相结合，为学生之间的交往提供

基本规范； 后要做好学生人际交往的心理辅导工

作，为学生健康交往、快乐交往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2]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 1981.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57. 

[4]冯刚.同辈群体文化与当代学校道德教育[J].河北工程大

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58-59.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outline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rality 
JI Zhen-zhong, FENG Li-gang 

(Kexin College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moral socialization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socializ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different from the socialization of other groups because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main character 
of moral socialization. Its body includes teachers and other staff belonging to the school besides college students; 
its process involves three united stages-----indoctrination, internalization and externalization; its environment 
mainly contains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 virtual environment and interperso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socialization, moral socializ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