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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是寻找自我、确立自我的关键时期，大学生的身份认同对其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具有重要意义。然

而，由于大学扩招、严苛的人才需求体系、考研等继续教育的内卷化等外部环境的影响，大学生对自我

身份认同产生了危机。本文采用拉波夫(Labov)的叙事分析模式，以山东某省属本科高校的两名大学生

为个案研究对象，探讨其身份认同现状、身份认同发展历程及影响因素，帮助其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

实现个体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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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 is a crucial period for finding and establishing oneself. College students’ ident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ir self-development and self-realiz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ex-
ternal environment, such as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pansion, strict talent demand system, and in-
ternalization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such as postgraduate entrance examination, college students 
have a crisis of self-identity. In this paper, Labov’s narrative analysis model is adopted to investigate 
the identity quo,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dentity of two undergraduate stu-
dents in Shandong Province, so as to help them interact positively with society and realize individu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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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时期是大学生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过渡阶段，也是其人生中的重要节点。大学生群体和个体存

在自我定位认知迷失问题，“我是谁”、“我应该做些什么”，是困扰大学生群体的主要问题之一。如

今大学生成长的时代是正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的时代，是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现代化飞速发展，考研等

继续教育内卷，劳动市场供求不均衡的时期。大学生劳动力市场是当代社会供给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经济新常态的外部环境也会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带来极大的挑战[1]。无论是延续学业，还是就业，

在对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过程中，大学生群体都需克服身份认同危机。大学生身上所肩负的责任，对于

个人来言，有利于其实现人生价值，谋求自我发展，而对于国家而言，则能促进社会发展，并推动经济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2]。因此，对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叙事研究能够提升大学生的知识素养和其综合能力，

助其克服身份认同危机，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2. 理论框架 

身份认同是指人们作为主体对于自身的认知同一以及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所处位置的认识，是

在个体与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建立起来的[3]。身份主要涵盖三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们的个性或者性格特征，

比如活泼开朗、文雅从容、轻浮急躁等；二是人们相对稳定的特征，如年龄、性别和国籍；三是人们在

特殊情境下所承担的角色，如：父母与儿女、兄弟与姐妹、老师与学生、医生和患者等[4]。对大学生的

身份认同进行剖析，有利于帮其确立正确的定位认知，为其以后的人生方向提供指导。 
“叙事”就是人们讲述所发生的故事的言语事件[5]。人们在回顾自己所经历的叙事中，能够对自己

和他人进行描述，做出评价，在个体与社会情境的互动中对自己产生身份认同。因此，对新时代背景下

大学生的身份认同进行叙事性研究有利于帮助大学生明确自我定位，自然连贯地构建起对自己清晰而又

明确的身份认同。 
拉波夫的结构模式是常用的叙事分析理论模型。在对纽约市关于个人经历事件的口头叙述进行语言

学的分析研究中，拉波夫归纳出关于个人经历叙事的六项因素：摘要、导向、复杂的行动、评价、结局

和回应，这六项因素组成了完整的叙事框架[6]。叙事评价的功能研究对本文的研究最为有效。对于“评

价”这一范畴，拉波夫提出“评价”应在叙述语句中清楚地展现出来，并将评价划分为外部评价和内部

评价[7]。 

3. 个案研究 

3.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五名参与者均为山东某省属高校大学本科生，在参与研究时都处于大学二年级时期。五名

参与者对本研究表示支持，愿意分享他们的大学生活经历。本文随机选择两名参与者(即张帆和徐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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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化名)的访谈进行叙事分析。 

3.2. 研究语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半结构化访谈的形式来收集语料，通过面对面访谈以及电话访谈来了解访谈者内心的真

实想法，对访谈内容采取录音的方式并对其进行转录与誊写，来探究大学生身份认同状况。 
访谈主要问题提纲如下：自己进入大学想要获得什么？自己眼中的大学生应该是什么样子？对自己

的未来有什么规划？怎样看待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自己了解的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是什么？如何看待这

些评价？ 
本研究采用拉波夫的叙事分析模式，选取“评价”这一范畴对大学生的身份叙事进行分析，将访谈

对象的意思进行分解，探究大学生这一行为主体身份认同现状。 

3.3. 研究问题 

对访谈语录进行分析，试图解决以下问题：第一，通过访谈者的叙事语言了解其对自己的身份认同

情况，如大学生在新时代背景下所承担的角色、对未来的规划、肩负的责任；第二，透过其叙述语言现

象，刻画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状态并促使其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解决大学生身份认同危机，帮助其

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实现个体同一性。 

3.4. 结果分析及讨论 

评述指叙述者或他人对已经叙述事件的观点或看法。评述可贯穿故事的始终，用以表明故事的意义。 

3.4.1. 外部评价 
“外部评价”是叙述者在讲述其经历与体验的进程中，暂停对其经历过的事项的复述，向读者倾述

此事件的意义，这些评判性话语混杂在叙事句中的形式是不同的[8]。 
首先是叙述人对所倾述的事件进行评价。“我发现我的自控力不行，进入大学我一直很松懈，看着

身边的同学投入到学习中，自己却进入不了状态我也很着急……”、“后来我让舍友去自习室的时候叫

上我，慢慢的我发现我好像进入状态了……”、“我将学姐作为我的榜样，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我相信

我也能考上很好的研究生……”、“我们常常交流课后难题”这些叙述表达了人际交往对于大学生快速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融入和适应大学生活起着重要作用。通过与同学的交流，他们对自身的定位得以

明确，他们也尝试着“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为未来更顺利地考研去做出改变。由此，人际交往影响大学

生的身份认同。 
在叙事中提及其他参与者时，受访者则援用自己的评论，如“没关系的，咱们的学校没有空调，研

究生你再去一个教学环境好的学校……”、“如果你没办法改变老师的教学方式，我们就改变自己吧，

未来当老师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叙事者对其舍友的劝说同时也是她对自己的期望，叙事者同样

认为舍友所抱怨的事情正是她对于学校管理的真实心理写照。因此，学校管理措施与环境也会对大学生

身份认同产生一定影响。 
评价性语言多出自于教师及其他社会成员之口。“我们老师觉得大学生比较幸福”、“社会对我们

的期许非常高，要求也很高，希望大学生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我觉得这些评价比较中肯，对我来说是

压力更是动力”。张帆与徐洋通过援引教师以及社会人员对大学生的评价来表明自己所承受压力以及对

自己的激励，其抉择是脚踏实地，走好每一步路。由此可见，教师与社会人员对大学生的期望会影响大

学生的身份认同与未来选择。 
叙事人通过讲述自己的行为来表明自己为实现未来的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如“夯实基础，每天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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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英语单词，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都是对叙事过程中人物所为的描述。 
外部评价的方法夹杂在叙事者的各种经历中，同时叙事的内部结构也包含着评价的部分。 

3.4.2. 内部评价 
内部评价包含在叙事语句中，拉波夫将用于内部评价的词汇语法手段等又细致分为：强调成分、比

较成分、解释成分和情态结构[8]。 
其中，强调成分包括形容词与副词，如“多么不好”、“特意请教”、“很不满意”、“很不喜欢”、

“非常密切”表明叙述人对学校环境的不满；也包括部分象声词，如“她眼泪哗哗掉”表明朋友对叙

事人的影响，进而表明人际交往对大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还包括强调语调，如“更是动力”、“更

应该脚踏实地”表明叙事者的努力措施；最后，叙事者还使用近义词或同义词，如“差”、“不行”、

“不满意”、“累”、“辛苦”、“难”等，来表明叙事人对未来路之难的感伤以及对自身能力的质

疑。 
相较于强调成分的直接性，比较成分是对叙事的一种间接评价。比较成分包括否定表达的方法，如

“不要成为社会的负面制造者”、“宿舍不行”、“不能因为舍友不学我也不学了”，表明大学生的身

份认同受人际交往的影响的同时，也承受一定的社会压力。 
不同于强调成分和比较成分，解释成分在评价功能中主要体现为对叙事进行原因补充，如“由于舍

友打游戏玩过了头而错过了作业提交的时间”、“为此我准备在大二学年深入学习专业课”。 
而情态结构则用于表述叙事人本人的想法和态度，如“更应该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往上走”、“我

每天都在背英语”、“应该分清主次，提高自控力”，都表明叙事人努力积极向上的人格特征，在为自

己未来的目标不断付出努力。 
大学生的身份认同深受人际交往、学校管理以及老师等社会人员评价的影响。因此，高校应设立人

际交往心理学等课程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际交往观念。在高校的管理工作中，应充分了解学生的

意愿，满足学生的需求。高校也应加强教师培训，引导教师对学生做出中肯评价，并对其进行激励与指

导。相关部门也应监管网络发言，减少消极评价，对大学生进行积极引导。 

4. 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新时代背景下中国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经历来刻画当代大学生的身份认同状态，了解大

学生身份认同危机，帮助其与社会进行良性互动，最终在目标和手段相统一和一致的情况下实现个体同

一性。研究表明，大学生自身的能力、人生目标、校园生活环境以及社会对大学生的期望等因素都对大

学生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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