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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进入大学后，许多新生会面临适应问题，在生活、学习和人际等方面的适应问题的出现，可能会阻碍

个人发展以及心理健康。本文基于社会角色理论分析导致这些适应问题的成因，包含预期社会化不完善

导致角色距离、环境的改变导致角色不清、定位的混乱导致角色冲突等，为此需要培养社会角色观念，

加强角色认同、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解决角色冲突、弱化外部压抑性影响，激发主体期待等，希望能

拓宽预防和解决新生适应问题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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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fter entering the University, many freshmen will face adaptation problems. The emergence of 
adaptation problems in life, learning and interpersonal may hinder personal development and 
mental health. Based on the Social Rol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ese adap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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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cluding role distance caused by imperfect expected socialization, unclear role caused 
by environmental change, role conflict caused by confusion of positioning, etc. Therefore, it is ne-
cessary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of social role, strengthen role identity, establish correct value 
orientation, solve role conflict and weaken the external repressive influence, stimulate the sub-
ject’s expectation, hoping to broaden the ideas of preventing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fresh-
men’s adaptation. 

 
Keywords 
Social Role, Freshman Adaptation, Role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人们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环境中，需要去不断的适应这个社会的新的变化。由高中生到大学生意味

着所处环境发生了转变，也标志着学生在社会关系体系中所处位置的变更，同时也是社会角色的变更。

高中生和大学生作为社会角色，既有角色内在的自觉的规定，又有外在的强制的规定。就角色内在的规

定而言，高中生和大学生蕴含着社会或他人对该角色的期待，规定了角色的行为规范、权利、义务、责

任等。就角色的外在规定而言，高中生和大学生需要遵守与该角色相对应的法律法规和行为守则。 
在新生进入大学之后，他们的社会身份有了新的转变，这个时候身边的社会关系也会发生改变，社

会角色由高中生变为了大学生。面对新的角色，就要根据新的角色规范来调整自己的内在的状态，从而

适应新的角色，适应新的人生阶段。《辞海》中的“适应”指的是生物在生存竞争中适合环境条件而形成

一定性状的现象，它是自然解释的结果[1]。但是当角色转变的需求和现在实际扮演的角色出现矛盾的时候，

部分的新生可能就会产生角色冲突，角色失调等现象。本文基于社会角色理论，主要是想引用社会角色理

论中理想角色，领悟角色和实际角色三个部分的特点，对于新生入学适应状况进行分析，并且基于社会角

色理论进行探究，解释适应问题的成因，同时为解决此类问题寻找正确的路径，拓宽解决问题思路。 

2. 大学新生适应问题 

2.1. 关于生活方面的适应问题 

初入大学，代表着要开始集体生活，很多新生关于生活方面的问题也随之而来。首先，调查显示，

很多学生高中阶段之前从未有住校经历，导致对集体生活很不适应，这种不适应短期没有很好的调整，

最终就会影响整个大学生活。其次，很多同学在大学之前都是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父母在

生活上的过度关心，只关注考试的成绩而不注重生活能力的培养，导致很多新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缺乏自

理的能力。在大学里，无论是对集体生活的不适应还是自理能力的缺乏，都容易导致适应不良的状况的

出现。 

2.2. 关于学习方面的适应问题 

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着巨大的应试压力，作为学生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是为了考上好大学服务的。

这时候的学生通常采用题海战术，并且相当一部分学生的学习依赖于教师或家长的督促，这个阶段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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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方法往往更适合按部就班的高中学习。在进入大学后，面对更灵活多变的授课方式，一方面可能

会因为无人督促而导致丧失学习的方向，另一方面可能会因为没有养成合理有效的学习方法，而导致对

专业学科内容的学习和掌握出现不适应的情况。鲍威等的研究发现，由于培养目标、教学取向、学习范

式、学业成就考核和评价等多方面的差异，这两个不同阶段的教育在衔接中容易产生冲突，引发相当一

部分学生在大学入学后出现严重的学业适应障碍[2]。 

2.3. 关于人际方面的适应问题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在性格方面或许也会有很多差异。有些人性格活泼开朗，善于与人交流，

而有些人性格安静内敛，不善于与人沟通。在原来的环境中，他们已经形成了比较固定的与人相处交往

的模式，在进入大学之后，面对一个新的环境人际关系很多人可能就很容易产生孤独感。特别是和现在

相对比，习惯了过去的生活方式，这种孤独感可能就会导致看到的总是新环境中不如人意的地方，闷闷

不乐，难以发展新的友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3.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新生适应问题成因分析 

社会角色指的是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3]。具

体而言，社会角色是社会地位的外在表现，具有特定的权利、义务及行为模武，反映了人们对处于一定

地位上的人们行为的预期。 
理想角色、领悟角色和实际角色是角色扮演中的三个重要概念，贯穿于角色扮演过程中的同一个角

色的认识或表现形态[4]。首先，理想角色通俗意义上理解就是，对角色赋予的理想化的内容，是他人或

者说整个社会对于某个角色的期望和理想化的行为方式等。领悟角色是个体将理想化的角色内化为自我

概念，是这个角色扮演者对于角色的理解。而实际角色就是在现实生活中间所表现出来的角色，实际角

色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他两个角色的影响。总的来说，社会角色扮演的过程其实就是理想化的角色，

对角色的领悟，以及具体的实践三个部分。当角色转变的需求和现在实际扮演的角色出现矛盾的时候，

部分的新生可能就会产生角色冲突，角色失调等现象。 

3.1. 预期社会化不完善导致角色距离 

预期社会化通俗意义上来讲就是人们对于自己以后在社会中角色的预期，它是指人们目前接受的知

识并不是为了现在的角色，而是为扮演好将来的角色。大学新生由高中进入大学面临着社会角色的转变，

如果当新生进入大学的时候，本身个人各方面的能力水平没有达到大学生角色应该有的水平，就很容易

会产生诸如上述我们所列出的关于生活，人际学习等等方面的适应性问题，会产生角色距离，进而发展

到角色认同危机，对以后的学习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不良影响。 
比如说有些学生在大学之前从来没有住过校，可能就会比较难以适应集体生活，难以和他人很好的

合作，在面临一些小组合作学习以及生活方面就容易产生一些问题。还有些学生可能从小的环境不是很

好，大学面对普通话以及一些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时，也容易有一些学习方面的适应问题，并且有可能会

有一些自卑情绪的产生，而一旦这种情绪产生，会让他们和他人交往有些困难，人际方面容易产生问题。 

3.2. 环境的改变导致角色不清 

对于每个人来说，周围环境的变化反应在心里，可能会给人的生活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从而导致

社会角色不清。在高中之前的学习生涯中，大部分的时间学生都是有很明确的学习任务。而在进入大学

之后，面对新的环境，面对大多数老师都不会布置太多的学习任务，很多学生就会对这种陌生的环境有

一些无力感，时间和精力在有很多课余时间的情况下，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按照大学课程来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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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上只有大四的任务才是实习，前几年主要还是集中于专业理论知识的学习，但是一些大学新生由于

角色不清，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除学习以外的其他地方，容易导致学习方面的问题。其实在人的成长过

程中，无论是由高中进入大学，还是由大学进入社会，或者走上工作岗位，这都是我们面临着新的陌生

的环境，也面临角色的转变，导致的很多心理方面的压力。特别是对于由高中升入大学这一阶段，由于

人的心理还不是那么的成熟，陌生的环境的变化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角色不清，甚至会产生一些角色认同

的危机，很多学生可能由于环境的变化而导致对于自己的目标不明确，不知道大学生的这一角色应该做

什么和怎么去做。 

3.3. 定位的混乱导致角色冲突 

还有一些角色冲突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定位的混乱，角色冲突本身是指一个个体在扮演社会角色的过

程中，会遇到在同一个时间承担了多种角色，或者说需要和多种角色打交道，这个过程中会遇到角色之

间的矛盾对立和冲突，从而会阻碍顺利的角色的扮演。从角色理论来分析：由于角色承担者在角色扮演

的过程中出现角色冲突，会导致承担者内心的冲突，也会带来一系列心理上的紧张和压力[5]。我们都说

大学也是一个社会，由只有学习的高中阶段进入到丰富的大学生活的阶段，这个时候可能就会面临角色

选择。通过调查了解到，很多学生在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会给自己设立着某些目标，比如说担任班干部或

者去做一些学生工作，成为社团成员等等。在这些决策的过程中间，可能会由于没有新的角色的定位而

用一些原来的角色规范去负担新的角色，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角色期望冲突，在各种角色中间没有办

法很好的协调，不但对大学生活的适应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不能建立相适应的角色规范。 

4. 基于社会角色理论的大学新生适应问题的对策 

4.1. 培养社会角色观念，加强角色认同 

在新的角色构建的过程中间，可以适当的培养学生的社会角色观念，加强角色认同，在新生进入大

学之后，通过大学生角色观念的认同来促使个体获得很好的自我认同以及社会认同感。要想培养新生的

社会角色观念，可以试着通过家庭、朋辈和师长的介入，使其能够很好的理解自己应该有的角色规范和

形象，在脱离原有的角色进入新角色的过程中间，可以接触有相似经历的同学进行个体的示范。例如，

优秀的学长、同社团的成员、同寝室的同学等的示范，把角色的规范内化，加强新生对大学生角色的认

同，从而能够很好的完成旧角色到新角色的过渡和转型。 

4.2. 确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解决角色冲突 

在完成由原有角色到新的角色的转化过程，矛盾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怎样去面对这个矛盾和

冲突就显得尤为重要。有些同学在角色构建的过程中间，面对矛盾和冲突的时候，能够用积极的方式去

应对，但是有些同学可能会采取回避的态度，能否运用好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来解决角色冲突，除了和

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与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新生的引导和教育

中，关于价值取向的问题应该有针对性的，采用有针对性的方式，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建设，使思

想政治教育课程贴合学生生活实际，从小处着眼，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克服前进路上的障碍，积极解决角色冲突，从而帮助学生拥有积极健康良好的心态。 

4.3. 弱化外部压抑性影响，激发主体期待 

在角色建构的过程中间，个体不仅有本身对角色的期待，还会受到外界和他人对于角色要求的影响，

那么一旦外界的这个影响是高于自己内在的期待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角色冲突，从而产生消极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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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对新生的教育的过程中，可以有意识的弱化外部压抑性影响，对外界评价和规范的反馈信息进行

过滤和再加工，识别出与主体期望相关的同质反馈，使之与主体期望保持较强的同质性，激发主体期望

的意识和能力，发挥认知中的主体优势，促进学生进行角色行为，使角色转换能够顺利完成，加强其角

色认同感，从而使学生能够保持积极健康的良好的心态，使其能够更好的认识世界，顺应社会发展，促

进学生心理的积极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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