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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适应的
影响因素及其培养途径

———来自心理学的研究

潘 彦 谷,张 大 均,刘 广 增,陈 万 芬
(西南大学 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中心、心理学部,重庆市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大学生社会适应受到个体内部和外部因素的影响,内部因素包括情绪调控能力、自我效能、人

格因素以及应对方式等,外部因素包括家庭和父母、社会支持、网络使用以及课外体育活动等等.在已有实证

研究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培养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几个途径: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师长

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鼓励并组织大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同时,本研究认为已有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设计和系统研究;与国外研究比较,国

内研究更显薄弱;研究内容和对象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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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适应水平反映个体人的社会成熟和心理成熟度.在校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心理成熟的重要

年龄阶段,从心理学的角度系统研究大学生社会适应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又有积极的现实意

义[１].现有文献分析发现,国内既往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大多是经验总结加理论

分析,实证研究较少且零散;国外虽有一些实证研究,但相对而言研究文献仍显薄弱.综合分析国

内外文献发现,该领域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和培养途径对策两个方面的初步探讨.

一、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

依据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文献分析,大学生社会适应受到内因和外因的共同影响.
(一)内部因素

１ 情绪调控能力

情绪调控能力指个体对自己情绪的理解和调节能力.Engelberg和Sjöberg对２８２名大学生

的研究发现,情绪知觉(准确地知觉他人情绪的变化)与成功的社会适应相关[２].Lopes等研究发

现,控制人格和智力因素以后,情绪调控能力与人际关系质量密切相关[３].国内研究也发现,大学

生的情绪智力(情绪感知和情绪调控)对社会适应有显著的预测作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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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自我效能

自我效能指个体对自己面对环境中的挑战能否采取适应性的行为的知觉或信念.元分析表

明,学业自我效能感和成就动机是大学成绩(GPA)的最佳预测指标[５].RamosＧSánchez和 Nichols
对大一新生的研究发现,高自我效能与更好的大学适应有关[６].国内学者对７６１名师范大学生的

研究发现,自我效能对社会适应能力有较好的预测作用[７].最近,国内学者 Meng等对中国大一新

生的追踪研究发现,大学新生的社会自我效能通过感知社会支持正向影响社会适应[８].

３ 人格因素

人格因素对大学生社会适应有重要的影响.首先,Ying和 Han关于在美国留学台湾学生的

研究发现,外向性正向预测社会适应,外向性减弱抑郁水平[９].国内关于人格与社会适应的研究发

现,大五人格与大学生社会适应显著相关,外向性、宜人性、谨慎性和开放性与大学生社会适应呈正

相关,神经质与大学生社会适应呈负相关[１０].其次,自尊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Friedlander等对

１１５名大一新生间隔１０周两次测量的研究发现,高自尊预测较低的抑郁和较好的社会适应[１１].

Pritchard等对大一新生的追踪研究发现,高自尊和乐观预测较好的身体和心理适应[１２].再次,完

美主义倾向也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Rice等对３６４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完美主义倾向与大学生

社会适应相关[１３].Wei等关于中国留美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较少的完美主义倾向可以缓解文化适

应压力对在美国生活较长时间中国留学生抑郁的消极作用[１４].第四,成人依恋风格也影响大学生

社会适应.Lapsley和Edgerton对１５６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大学适应与安全型依恋风格呈正相

关,与恐惧型和焦虑型依恋风格呈负相关[１５].Wei等对３０８名大一新生的研究发现,依恋焦虑通

过社会自我效能影响孤独感,进而影响后来的抑郁;依恋回避通过自我暴露影响孤独感,进而影响

后来的抑郁[１６].

４ 应对方式

应对方式是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另一个重要内部因素.应对方式分为积极应对方式和消极

应对方式.Aspinwall和 Taylor研究表明,乐观、心理控制以及自尊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积极作用

都是通过更少采用回避应对方式,更多采用积极应对方式以及更多寻求社会支持起中介作用

的[１７].Crockett等关于墨西哥裔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积极应对方式和父母支持缓解文化适应

压力对焦虑和抑郁的消极作用[１８].国内关于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研究发现,应对方式对大学生社会

适应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而且客观社会支持通过应对方式作用于大学生社会适应[１９].

(二)外部因素

已有研究主要对家庭和父母、社会支持、网络使用、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等影响大学生社会适

应的外部因素进行了探讨.

１ 家庭和父母

家庭和父母是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的重要外部因素.Wintre和 Yaffe对４０８名大一新生的研

究发现,大学生与父母的积极互动与其大学适应直接相关,权威教养方式与大学适应间接相关[２０].

Hannum和Dvorak对９５名大一新生的研究发现,对母亲的依恋预测更少的心理痛苦,对父亲的依

恋和家庭结构预测更好的社会适应,对母亲的依恋中介家庭冲突对心理痛苦的作用[２１].Kalsner
和Pistole对２５２名大学生的研究发现,亲子依恋质量对男大学生社会适应的预测作用大于女大学

生[２２].关于亲子依恋对大学生发展和适应的元分析表明,亲子依恋质量和大学生适应的总相关达

到中等效应量(r＝０．２３)[２３].国内研究也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父亲和母亲情

感温暖对大学生社会适应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能力,父亲过度保护和母亲过分干涉保护对大学生

社会适应具有明显的负向预测作用[２４].丁梦媛等对３４３名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母亲的关爱和鼓



励有助于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而过度控制则不利于大学生的人际和情绪适应[２５].

２ 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也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Lidy和 Kahn对大一新生研究表明,感知社会支持中介人

格对学生适应大学的作用[２６].Friedlander等对大一新生研究也发现,来自朋友的社会支持预测大

学生更好的适应[１１].Hirsch和Barton研究发现积极社会支持和消极社会交往预测大学生的自杀

行为[２７].Swenson等研究发现,大学入学第一周时,大学新生与高中同学的亲密关系对大学适应

有益,但是第一学期的后面阶段,大学新生与新的大学朋友的亲密关系对适应更有益处[２８].国内

研究也发现,大学生感受到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他们的社会适应水平也越高[２９].关于留守经历

大学生的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会适应有显著的预测能力,而且社会支持通过影响应对方

式进而影响大学生社会适应[１９].

３ 网络使用

当今已进入网络时代,网络使用对大学生社会适应有重要的影响.研究发现,频繁上网者更孤

独,有特殊的价值观,缺乏情绪和社会技能(即情商低)[３０].Yang和Brown关于美国脸书网(FaceＧ

book)使用与大学生适应的研究发现,关系形成动机(使用脸书网的动机之一)与大学社会适应负相

关,关系保持动机(使用脸书网的动机之一)正向预测大学社会适应;网络交往活动正向预测社会适

应,状态刷新活动(关注他人的网络状态更新)负向预测社会适应;关系保持动机与状态刷新对社会

适应的作用存在交互效应,即对低水平关系保持动机使用者,状态刷新活动负向预测社会适应,而

对高水平关系保持动机使用者来说不存在这种关系[３１].国内学者 Wang等关于中国大学生的研

究发现,社交网站的社交功能有利于大学生使用者的幸福健康,然而娱乐功能没有此作用[３２].

Yang和Brown关于脸书网使用和大学生适应之间关系的研究发现了两条作用路径:一条路径是,

大学生社会能力正向预测社会联系保持,进而正向预测脸书网使用时间和与校园朋友沟通交流,再

正向预测大学社会适应;另一条路径是,大学生社会能力正向预测亲密或性关系,进而正向预测与

陌生人交往,再负向预测大学生活满意度[３３].国内研究表明,网络为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带来便利

的同时,也弱化了他们的社会适应能力[３４].

４ 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

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社会适应有重要的积极作用.Toyokawa和 Toyokawa关于日

本留美大学生的研究发现,课外活动对在美国的亚洲籍留学 生 的 社 会 适 应 有 积 极 作 用[３５].

Bohnert等研究发现,活动参与促进了大学新生的社会适应,即经常参加活动可以提高友谊质量和

减少孤独感[３６].国内研究发现,大学生参加体育运动对社会适应能力有促进作用[３７Ｇ３８].

二、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培养途径及对策

关于大学生社适应能力培养途径及对策,依据现有文献主要可概括为如下方面.

(一)从中小学开始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文献分析发现,大学生的内在品质(情绪调控能力、自我效能、人格因素和积极应对方式)对大

学生社会适应有重要的影响,然而这些内在品质从儿童时期就已经开始逐步形成,因此,家长和教

师应该从中小学甚至幼儿阶段开始培养儿童的积极心理品质.积极心理品质较高的个体具有良好

的情绪调控能力、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健全的人格以及积极的应对方式.对于个体的内在心理品

质,越早采取培养或干预措施,效果越好,越晚采取干预措施,效果越差.总之,为了提高大学生社

会适应水平,最根本和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从幼儿阶段开始培养学生的积极心理品质.



(二)师长给予更多的关怀和支持

文献分析已表明,大一新生正处于适应大学新环境的关键时期,这时候父母和教师的关心和支

持对他们更快地适应大学校园有很大的帮助.大学新生的父母应该经常与自己孩子进行积极的沟

通互动,给予孩子更多的情感温暖,努力形成良好的亲子依恋关系,但是也不要过度干涉和控制孩

子.此外,大学新生应该主动与身边的同学建立起新的朋友关系,因为来自朋友的支持对大学生的

社会适应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三)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

现代社会,网络使用已经非常普遍,每个人的生活、学习、工作都离不开网络.网络给我们带来

便利的同时,也对我们的心理和行为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尤其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造成了越来越突

出的影响.网络使用既可能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也可能有害于大学生的社会适应,这主要取

决于大学生怎样使用网络工具.如果大学生通过网络使用与朋友保持正常的友谊关系,那么网络

使用就有利于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如果大学生使用网络只是为了娱乐或者寻求认识陌生人,那么网

络使用对大学生的社会适应就有消极作用.因此,教师和家长应该引导大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工具,

使大学生更多地使用网络工具帮助自己建立有益的朋友关系.

(四)鼓励并组织大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

已有研究表明,参加课外活动可以促进大学生的社会适应,体育运动对大学生社会适应也有促

进作用.因此,教师和家长应该鼓励大学生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和体育运动,学校应该组织丰富多彩

的课外活动,并营造人人参与体育锻炼的校园文化氛围.

三、现有研究的不足

纵观已有研究,总体而言关于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究比较薄弱并呈现出如下不足:

(一)缺乏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设计和系统研究

大学生社会适应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大学生生活学习的外部环境和主体内在心理及其交

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要对其进行科学研究,必须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设计的基础上开展科学有效

的系统研究,才能获得客观、全面、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但现有研究大多属于就事论事的单一分散

研究,表现为研究者对感兴趣的“现实”问题进行探讨,鲜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整体设计和系统研究.

诚然,这些以“问题”为中心的零散研究对了解或解决大学生社会适应的个别问题有启示作用,但却

难以从整体上揭示其特征和规律,为大学生积极适应社会提供有针对性的指导.这是导致该领域

研究不深入、不系统、缺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难以为促进大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升提供科学依

据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以现有研究为鉴,对我国大学生社会适应及心理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

整体设计和系统研究.

(二)与国外研究比较国内研究更显薄弱

大学生社会适应是其社会性发展的前提,这对于以集体主义取向为特征的中国文化背景下的

中国大学生来说,社会适应尤其重要! 它是大学生发展成为符合社会要求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途

径之一.但从现有研究文献来看,国内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心理学研究比较西方发达国家更薄弱,

尤其是实证研究、系统研究更少.这一方面可能与我国该领域研究起步晚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

对大学生社会适应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到位,介入该领域研究的专业人员较少等有关.这种

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科学有效地指导大学生积极适应,促进其健康发展.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

快速发展,大学生社会适应问题日趋突出,迫切需要加强大学生社会适应及其心理的研究.



(三)研究内容和对象都存在明显的局限性

从现有研究的内容分析看,主要集中于人格、情绪调控能力等内部因素以及家庭、社会支持等

外部因素等的探讨,研究范围一般局限于大学生学校、家庭及个性因素的分析,较少涉及大学生生

活、学习等发展全景的心理研究,致使研究内容显得既单一零散又初步肤浅.从现有研究的对象分

析看,主要以大学新生为研究对象,忽视了大学生整体的研究.在校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高知群

体,一般都至少要经历四年的大学生活,整个大学阶段既是人生的重要阶段也是社会性发展的重要

时期,大学生社会适应不只是大一新生的任务,也是大学其他年级的学生必然面临的人生课题.虽

然大一新生面临的社会适应问题较突出,但主要是学校适应问题,这只是社会适应的一个方面,而
不是大学生社会适应的全部.事实上,大学生社会适应有更丰富的内涵,它既包括大学生各年级校

内的适应也包括其校外与社会密切联系的适应,不同年级阶段社会适应的内容范围有别.如大一

新生主要面临生活环境、人际关系和学习适应等问题,而大四学生却面临毕业压力、就业压力和未

来职业生涯规划等困惑,上述都可能导致他们产生适应不良问题[３９].因此,研究大学生社会适应

心理应面向全体大学生,探讨其面临的所有适应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系统揭示其社会适应心理特征

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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