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社会化和个体
化



• 分析社会化的主要理论视角有库利的“镜
中我”理论、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弗洛
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埃里克森的人格发
展理论以及生命历程理论等。

• 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新趋势和新特征就是
个性化或“个体化的社会”的来临。

• 从社会互构论来看社会化与个体化的基本
关系，可以发现，社会化与个体化是对现
代社会和现代人发展的理论刻画，个体化
在某些方面是传统社会化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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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人的社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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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化概述

• 1.社会化的定义

• 在社会学中，“社会化”概念的内涵有一个从狭义到广义
的发展过程。

• （1）一般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社会化研究主要以
少年儿童为对象，研究的重点是个人如何从一个“生物人
”转变为一个“社会人”。

• （2）从50年代开始，在以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为代表的
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英克尔斯关于人的现代化研究的
推动下，社会化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出现并形成了广义
的社会化研究。社会化不仅是一个“生物人”向社会人转
变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内在社会价值标准、学习角色技能、
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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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新发展：一是强调研究个体的社会化

对于整个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意义，
以及个体社会过程中社会环境因素所起的
作用，个体的成长与社会运行和发展之间
的互动关系；二是扩大个体的内涵，由具
体的人—一个群体或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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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化理解的角度：文化的角度、个性发

展的角度和社会结构的角度。

• （1）从文化角度，社会化是一个文化传递

和延续的过程，社会化的实质是社会文化
（核心是价值标准）的内化，认为人的社
会化过程就是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
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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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社会化被视为一个人的
个性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社会人就是经由社会化
过程而形成的有个性的人。认为内化他人的态度，
并按照社会上其他人的一般期待来调整自己行为
的过程就是社会化过程。

• （3）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社会化就是要使人变得
具有社会性。认为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角色学习
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个人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
或社会结构中的地位，领悟并遵从群体和社会对
这一地位的角色期待，学会如何顺利地完成角色
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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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上述三个研究角度，所谓社会化，是
指个体在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逐渐养成
独特的个性和人格，从生物人转变成社会
人，并通过社会文化的内化和角色知识的
学习，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在此过
程中，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
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健全和
完善。社会化是一个贯穿人生始终的长期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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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精神病学会制定的儿童社会化的标准
是：至少有一个朋友并且至少保持6个月以
上；在看不到什么好处的情况下能主动帮
助别人；做了错事，造成了明显不良后果
但未被别人发现的时候能主动认错；别人
做了对他不利的事时能原谅并且不告状；
对朋友或同伴的福利表示关心或能够分享
他人的幸福和高兴。以上标准，6岁以下至
少应达到一条；7—12岁至少应达到两条；
13—18岁至少应达到三条，才称得上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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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成人标准：

      1.年龄：20岁；

      2.生理上的成熟；

      3.掌握一定的农业劳动技能；

      4.心智的成熟；

      5.对伦理和社会生活准则的自觉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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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少数民族的成年礼
     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成年礼。
比如：基诺族青少年长到15岁左右，就要
举行成年礼，以取得正式村庄成员的资格。
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将当事人“劫持
”到祭祖场所举行仪式，长老领颂史诗。
发给当事人两包祭肉。父母赠以全套的生
产工具和衣饰。从此即可穿成人衣服，有
权利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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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化的类型

• 基本社会化、预期社会化、发展社会化、
逆向社会化、再社会化。

• 基本社会化：是发生在生命早起的社会化。
其主要任务是向儿童传授语言和其他认知
本领，使其内化社会文化规范和价值标准，
能够正确理解社会关于角色的期望和要求。
主要发生在儿童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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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社会化：人们在此过程中学习的不是
现在要扮演的角色，而是将来要扮演的角
色。发生在青年时期。

• 发展社会化：指的是成年人为了适应新形
势下提出的角色要求而进行的学习过程。

• 逆向社会化：是指晚辈向长辈传授文化规
划和知识的社会化。

• 再社会化：是指全面放弃原已习得的价值
标准和行为规范重新确立新的价值标准和
行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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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社会化的理论视角

• 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形成每个人独特的“人格
”。

• 人格指的是特殊的思想、感情和自我观照的模式，
它们构成了特殊个体的一系列鲜明的品质特征。
人格可以分为几个主要部分：认知（思想、知识
水平、知识和记忆）、行为（技能、天赋和能力
水平）及情感（感觉与感情）。

• 自我意识是个体关于“我是谁”的看法和判断，
它是人格的核心组成部分。自我意识是在社会化
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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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库利的“镜中我”理论
• 认为，自我或人格是社会的产物，是通过
社会互动而产生的。

• 首先，我们设想自己在他人面前的行为方
式；其次，即行为之后，我们设想或理解
他人对自己行为的评价；最后，我们根据
自己对他人评价的想象来评价自己的行为，
并据此做出下一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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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的“角色扮演”理论
• 认为自我意识是随着符号使用能力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人出生之初是没有自我意
识的，随着符号使用能力的提高，人开始
将“我”作为一个符号，作为一个对象加
以思考，这时自我意识就产生了。米德将
“自我”分为“主我”和“客我”两个部
分。“主我”是自发的、能动的，为自我
人格的发展提供动力；“客我”是内化了
的社会要求和期待，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
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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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德认为，社会化的实质是“角色扮演
”，即学会理解他人对于角色的期待，并
按照这种期待从事角色行为的能力。米德
将社会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模仿阶段、
嬉戏阶段和博弈阶段。随着一个人从只能
扮演有限的、特定的角色到能够扮演普通
的“一般化他人”的角色，“客我”的内
涵外延也在不断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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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精神分析理论

• 弗洛伊德认为，人格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
是受“无意识”驱动的。将人格划分为三
个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

• 本我：是人格结构中最原始、最隐秘的部
分，其基本成分是人们的基本需求和冲动，
特别是性冲动。本我受本能驱动，遵循快
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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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是从本我中分离出来的。由于本我
的各种需求在现实中不可能立即和全部满
足，个体必须接受现实的限制，学会在现
实中获得需求的满足。于是服从现实的一
部分即从本我中分离出来，成为自我。自
我遵循着现实原则。它在本我、超我和现
实环境之间起着居间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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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我是从自我中剥离出来的，是人格结构
中的最高部分。它是个体接受社会道德规
范的教养而后形成的，服从社会的道德要
求，在整个人格结构中居于管制地位，对
人格的其他部分进行审查和监控。它遵循
着完美原则。

• 弗洛伊德把人格发展过程分为5个时期：口
腔期（0-1岁）、肛门期（1-3岁）、性器期
（3-6岁）、潜伏期（7-青春期）、两性期
（青春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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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八阶段”论
• 认为社会文化对于人格发展也有重要影响，
并且人格的发展贯穿人的一生。人在成长
的每个阶段，都会遇到某种心理问题，都
要对周围环境所提出的特定社会要求作出
反应。如果个人能够成功的解决这些问题，
就会表现出心理和行为上的积极反应；如
果个人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就会出
现认同危机，给以后社会化过程留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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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任与不信任（婴儿期，0-1岁）婴儿如果

能得到父母或他人的良好照料，各种需求
得到充分满足，能建立起对周围的信任感。

• 自主与羞怯、怀疑（幼儿期，2-3岁）儿童

在这个阶段开始学习自己的肢体活动加以
自主控制，用自己的感官去熟悉周围的环
境。父母应有意识地鼓励孩子的这种自主
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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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动和内疚（学前时期，4-5岁）。由于儿童具有

了语言能力和从事游戏活动的能力，他开始表现
出与他人交谈和一起从事游戏活动的主动性。父
母如果对儿童的主动要求不予理睬或管束太多，
取笑或惩罚儿童，就可能使他产生内疚感，影响
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 勤奋与自卑感（学龄期，6-11岁）。在这一时期，

儿童对周围事物的用途和好奇心增强，乐于使用
工具去进行操作。这时成年人应鼓励儿童积极动
脑并努力完成自己喜爱的活动，培养其勤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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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同与角色混淆（青少年期）青少年在这一时期
特别注意观察和认识各种社会角色的意义，学会
扮演不同角色，实现角色的自我认同。如果个人
在这一时期的社会交往活动缺乏主动和自信，将
不能正确理解各种社会角色的意义，而出现角色
混淆。

• 亲密与孤独感（青年期或成年早期）。这一阶段
个人将经历求爱和建立家庭等事件。顺利地完成
这些活动，需要个人学会和异性交往并建立亲密
关系的能力，这方面活动的失败，会使个体陷入
难以自拔的孤独感。

第24页,共54页，星期六，2024年，5月



• 关注后代与关注自我（中年期或成年期）
由于个人的社会成就已相对达到顶峰，自
己的子女已逐渐长大，个人增加了对他人
特别是下一代的关系。那些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形成对后代关注的个人，则会沉溺与
对自我、自己事业的关注之中。

• 完善与绝望（成熟期或老年期）在这人生
的最后阶段中，个人会经常回忆和总结自
己一生的活动，力图给自己的一生做出一
个使自己满意的解释。如果找不到满意的
解释，将陷入追悔和绝望的情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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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生命历程理论

• 生命历程理论的基本分析范式，是将个体
的生命历程理解为一个由多个生命事件构
成的序列。

• 四个要点
• 生命发生的时间和空间：生活在不同的时
间和空间的生命会面临不同的社会景观，
时间和空间规定了不同生命所拥有的生活
机会、权利和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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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的相关性：生命与生命之间是相关的。
• 生命的时间安排：是指一个社会对个体生
命历程中特定角色和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和
后果的期望。

• 人的能动性：个体的能动性在自己的生命
历程中也有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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