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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在多年为心理学专业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讲授《社会心理学》的基础上完成的。
本书对社会心理学的已有概念和主要研究成果之间的串联编排，大致是按“个体社会心理现象（微观
层面）——群体社会心理现象（中观层面）——人际一社会相互作用（中、微观层面的相互作用）—
—大众社会心理现象（宏观层面）”的顺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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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化与个性化人出生时只是一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个体。
人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不仅仅是生理的或身体结构上的差别，更重要和更根本的是其独特的社会属性
。
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马哈的提纲，《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
换言之，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他身上凝聚或联结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
人一出生，就开始建立和联结各种社会关系。
一个人，只有学会了遵守各种社会规范、学会了与他人和谐相处、学会了适应社会生活并为他人和社
会所接受，融人一定社会的文化，才能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这种由自然人转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社会化”的过程。
在西方社会心理学家的书著中，很少或没有出现“社会化”这个概念。
概因社会化本身是一个难以通过测量和实验进行研究的概念。
而按照实证主义的原则，不能用实验和测量进行研究的问题不属于科学问题。
在西方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属于社会化方面的实证研究，如科尔伯格对儿童道德发展过程的研究，但
他们是在儿童心理学或发展心理学的框架下进行的研究，而没有在社会心理学或“社会化”的概念下
进行系统的研究。
在中国学者所著的书著中，社会化是社会心理学的第一个基本概念。
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不能用测量和实验进行研究的问题仍可包括在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内。
社会化的诠释第一节　社会化的概念1．社会化（socialization）社会化是指个体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
通过社会互动，学习和掌握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规范和经验，适应社会生活并为社会所接
受，成为合格社会成员的过程。
这一定义包括如下要点：社会化的主体是“个体”，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具体的人。
社会化的场所是“一定的社会背景”，如家庭、学校和社会。
社会化的条件是“社会互动”，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
离开了这个条件，就无法进行社会化，印度著名的“狼孩”就是反例。
社会化的内容是“学习和掌握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能、规范和经验”。
社会化的目的或目标是“适应社会生活并为社会所接受，”亦即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
人如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则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如果单纯适应社会生活，却不能为社会所接受，则
无法在社会中发展。
例如，精神病患者由于丧失了辨别能力，无法适应社会生活，如果离开了家人的监护或社会的关照（
精神病院）则无法生存。
那些生活无着的流浪者和处于极度弱势的社会成员，虽然也能在严酷的条件下求得生存，能以自身的
忍耐“适应”社会生活，但他们已经成了被社会“边缘化”的人，实际上成了未被社会接受的人。
一个和谐发展的社会，应该为每个社会成员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每个社会成员也应该努力完成好自
己的社会化过程。
 社会化的性质是一个“过程”。
社会化不是在人生中间的某个时点完成的，而是一个终生的过程。
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开始了社会化的过程，直到其生命终结之时，社会化的过程才同时结束。
2．早期社会化（1）早期社会化的概念。
人从出生到基本学会和掌握了社会生存所需的知识、技能、规范和经验，初步具备了一个合格社会成
员的心理与行为模式的过程，称之为“早期社会化”。
早期社会化过程是在青少年时期完成的。
换言之，青少年时期是人的社会化过程的重要时期，社会化过程的主要、重要和基本的方面，都是在
青少年时期完成的。
从出生到青少年时期，也是人的“早期社会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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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盖赖尔（1965）研究过儿童“自私”行为的变化过程。
他让4～16的儿童分核桃，核桃是单数，如5、9、11、13、15，要求被试和另一儿童分。
发现他们有三种分法：①丢掉二个成偶数后两人平分；②给自己多分一个；③给对方多一个。
研究结果是，自私行为随年龄的增长而减少，4-6岁儿童中有67％给自己多一个，9岁左右有23％的儿
童给自己多一个，12岁以后没有一个儿童表现出自私行为。
由此可见，儿童在成长中学会了与他人和谐相处。
（2）家庭是社会化的最初场所。
家庭是人出生后“早期社会化”的最初场所。
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单元，各种社会关系都可以通过家庭这个中介影响到儿童。
人从出生后到独立走上社会，有很长一段生活依赖期要在家庭度过。
人的儿童时期在生理和心理上对家庭有强烈的依赖，此时父母对儿童的权威和支配作用非常大。
父母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但却未必都是合格的老师。
如果父母的社会化过程完成得不好，则势必会影响其子女的社会化过程。
人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影子”，这在人的幼儿时期往往表现得比较明显。
发展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成果也表明，父母教养方式与子女的心理、行为、成就之问有着密切的联系。
和谐、民主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容易形成自尊、友善、健康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而自私、褊狭、暴力倾向的父母往往容易使孩子产生敌视、冷漠乃至反社会的人格特点，在这样的家
庭环境中长大的孩子，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要克服的不良心理和行为阻碍就要比一般人大得多。
家庭和父母是儿童早期社会化的关键影响因素。
儿童时期智力水平、个性特征、社会品质的形成和发展对后来的社会化都会有着深刻的影响，以至于
有的心理学家认为，童年时期的经历会影响人的一生。
（3）学校是系统社会化的场所。
除了家庭以外，早期社会化的另一个重要场所是学校。
学校是人进行“系统社会化”的场所。
在学校，人系统地接受文明和文化教育，系统地接受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观念、规范
、思想和文化，学会并形成社会认可的心理与行为模式。
社会是人生的课堂。
从广义上说，家庭和学校都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
除了家庭和学校这两个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之外，社会也是影响青少年社会化进程的重要场所，而且是
最大的场所。
社会也是人在完成早期社会化之后进行“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
在社会这个大环境中，各种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现象对人的发展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进入信息时代之后，大众媒体和互联网对人的影响越来越大。
关于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3．继续社会化“继续社会化”是人在早期社会化完成之后，在未脱离原社会背景的情形下继续进行
的社会化过程。
所谓“未脱离原社会背景”，是指人在早期社会化完成之后，未因个人或社会的原因脱离原来的社会
环境。
在这种情形下，随着原社会环境的变化而继续进行社会化。
社会化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是否脱离原社会背景，是继续社会化与再社会化的区别所在
。
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当社会背景发生变化时，人需要适应变化了的、新的社会背景，也就需要重新
学习和掌握新的知识、技能、规范和经验，调整和改变那些原已形成、却不再适应新的社会需要的观
念与行为模式。
在正常情况下，人在完成早期社会化之后，会在原社会环境下进行继续社会化。
继续社会化是从青少年时期早期社会化完成之后到人的生命终结之日前的一个漫长的时期。
4．再社会化由于社会生活环境发生突然改变，个体必须在新环境中重新学习新的社会知识、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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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和规范，重新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并被重新接受为社会成员的过程，称为“再社会化”。
简单地说，再社会化是社会生活环境发生突然改变、个体在新环境中重新进行社会化的过程。
生活环境的突然改变可能是因为个人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社会的原因。
再社会化是任何人都有可能经历的一种过程。
社会环境的突然改变，是再社会化的前提，也是再社会化与继续社会化的区别条件。
这里所说的社会环境，是指包含个体大量外部社会关系的社会环境。
例如，亲人的突然离去或亡故虽然会导致个人生活环境的重大变化，但个体的其他社会关系并未发生
大的改变，此时人所面临的是继续社会化而非再社会化。
下列情形中的个体所面临的社会化过程则属于再社会化：被拐卖的儿童，在完全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社
会环境中重新适应的过程。
因触犯刑律被关进监狱的人。
刑期较长，社会环境已经发生较大变化后刑满释放的人。
长期服役后转业的军人。
因工作或生活需要，突然置身于一种异文化环境中的人，如出国工作的人，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人
，或是由少数民族地区进入汉族地区工作、学习的人。
生活环境发生突然改变的人，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或家政服务人员（俗称“保姆”的人）。
因职业或工作职务发生变化，从而导致身份、职务要求、社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人。
如原来当教师的人弃学经商，一个在普通岗位上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多年的人突然考上了国家公务员。
在上述情形中，个体都经历了社会环境的重大变化，同时往往还伴有社会角色的重大改变，他们所面
临的环境都是过去所不熟悉或基本不熟悉的。
如果说继续社会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再社会化则显示为一种突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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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二十多年前，在武汉大学做研究生的时候，第一次系统地接触到社会心理学，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
。
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这一代人，耳闻目睹或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变故：“反右”、“三年自然灾
害”、“文革”、“上山下乡”、改革开放、下岗、“89风波”、SARS，对许多社会现象和人性表现
也曾有过许多的困惑和不解。
即使是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也无时不在目睹抑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参与着一出出的悲剧、喜剧、
滑稽剧甚至是闹剧。
而社会心理学，是一门能够让人深入地了解社会、了解人的学问。
从理论的方面说，它可以深入剖析作为“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心理与行为规律；从实践的方面
说，它可以为人的各种社会活动提供认知与行为方面的科学指导。
从个体的层面上说，它可以让人对一些复杂的社会现象多一层（心理层面的）理解、多一份清醒和成
熟；从组织和社会的层面上说，它可以让人对组织管理和社会控制多一些理性、多一份理智与科学。
无论是心理学的专业人员还是其他行业的入，也无论是普通人还是对组织管理与社会控制负有相当责
任的人，都可以从社会心理学中获得相应的裨益。
德国著名的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曾经说过：“心理学虽有一个漫长的过去，但仅有一短暂的历史。
”（莫雷，2002）如果说，作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学还是一门年轻的科学，那么作为心理学分支
学科之一的社会心理学就更是一门年幼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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