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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文化差异与在校农村大学生社会化

徐新林

(郑州牧业工程高等专科学校社会科学部，郑州450011)

摘要：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在大学校园发生碰撞时，农村学生群体由于文化上的边缘性，容易发生适应性危

机．阻碍其社会化进程。只有营造积极向上的和谐校园文化环境，着眼于高校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强化心理

健康教育，多渠道为高校农村学生提供经济帮助．才能推进在校高校农村学生的社会化．

关键词：文化差异；和谐校园；高校农村学生I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C912．1；D4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w9107(2007)06—0117一04

Cultural Clash and Socializ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Rural Areas

XU Xin-lin

I&r谢ScienceDepartment。Zhengr．houCollege ofAnimal HusbandryEngineering．Zhengz．hou 450011-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weak nlral culture-it’S difficult for some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rurfll are-

as to adapt to the new cultural environment when they confron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rLIral culture

and urban culture during their study life at university．This situation has hindered their socialization

process．The way to socialize the rural students is to construct positive and harmonious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improve the rural students’quality；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and provide economic aid to them in various w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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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存在，沿袭乡土

传统的农村文化与城市现代文化，在地理纬度上相

互隔离、时间纬度上同时并存。城乡文化的不同，决

定了高校农村学生和高校城市学生在早期社会化过

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等方面存

在显著差异，当共处于一个大学校园时，不可避免地

会发生文化碰撞。这个碰撞若不能得到及时恰当的

调适、整合，就会迟滞来自高校农村学生的社会化进

程。由于我国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在校大学生中农

村生源占有相当的比重，有的学校甚至超过90％。

这部分大学生的社会化问题，亟待引起我们的高度

重视。营造积极向上的和谐校园文化环境，帮助高

校农村学生缩短阵痛期，尽早完成社会化进程，使他

们能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及经济全球化

需要的具有良好心理素质、正确价值观念、现代行为

方式的全面和谐发展的“社会”人，既是高等学校自

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对于促进学校乃至社会的稳定，也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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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化环境与人的社会化

社会化就是入作为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

的转化，是人的心理调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塑

模过稷。Ⅱ3人豹一生是一个不凝社会佬的进程，也是

一个不断同化社会文化的过程。入在社会生活中不

断接受社会塑造，适应社会变化，反过来也在不断地

影响髑改造社会。这些互动的影响因素就是文化嚣

境。影响人的社会化的因素除了生物学因素外，主

要是人生存于其间的整个社会文化环境。

文化嚣境包括家庭、学校、翼辈群{誊弱大众传播

媒介等物理因子，以及与价值观、风俗习惯、知识、信

仰、生活态度等相应的精神因子。文化环境对人的

辜主会他影畴极大，它潜移默讫、无魏不入静俸用，痰

化为诸如人格、索质、个性、角色、历史轨迹等人人都

不可或缺的因予，对于人的素质的形成和提升，对推

进入豹柱会诧进程静终惩楚独特赫，影瞎是深遴熬。

通过文化的传承，人们可以了解前人的生活经验、行

为价值准则，可以顺利地岛他人及群体建立联系，将

自己融人社会审。

在大学校园实际存在的两种文化碰撞中，城市

文化出于其形式多样，富于变化、时代感强等特点，

总是占屠主导地位。意校农树学生径会纯，本质上

是指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碰撞、鼗协、融合，并在

被城市文化改造的过程中，艰难地、痛苦地接受现代

城市文讫的过程。

二、农村文化环境对高校农村学生

社会化的消极影晌

农村文化罴出农村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

化等构成的一个庞大俸系，它具有的癖法自然、务实

精神、恒久变易、安土乐天、中庸思想、围合心态、宗

法享±会、家国嗣{勾等特质，戈不对长攒浸润其阕的高

校农村学生产生着深刻的、持久的影响。绝大多数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待人诚实，做事踏实。他们尊敬

薅长，孝敬父母，自立塞强，积极进取。健假藤对困

难和问题，多能用坚强的毅力去克服和解决。从一

定意义上来说，农村文化特质对高校农村学撤的社

会佬进程无疑产生着积极妁影响。

当然，任何事物都存在正反两面性。农村文化

背景也对其进人大学校园后的进一步社会化产生着

毙较大的篾约佟震。扶农村到城枣，全蓊的臻境、全

新的生活方式，会使德们产生诸多的不逶应。他们

也急于接受城市文化，尽早融入到城市中米。但是

由于缺乏有效的指导，这部分学生面对薪的环境往

往显褥迷茫困惑、手足无措。有的接受城帝文化时

只是停留予简单模仿城市文化表象的层次，有的把

农村文化书好的因素也丢掉了。如何真正从容地、

理性地将两种文亿的优势融合一起，促避离校农村

学生的城市化、社会化，值得我们深思。下面作具体

分辑。

f一}农村家庭背聚为高校农村学生涂上了基本

的底色，对萁进一步社会化产生蓿隐性排斥作用

一个人可疆选择自己的未来，却不霹以选择自

往的出身。家庭背景对人的一燕发展会产生重大的

影响，特别是早年形成的人格结构会在以后的生活

巾抒下深深的烙印。家庭是一个浓缩的社会，对每

个人来说，它就是最早的社会关系，是个人社会化的

第一课堂。家庭环境中家庭成员及其关系、家庭的

社会地位、父母的文纯程凄、心瑗特薤、蛰菝鼹念等

均对人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把家庭

对个人成长的影响称为“第一次社会化”，那么，进入

大学后酶褥享圭会诧鸯第一次桂会佬豹最大区别是，

他们此时已不是一张白纸，上面已涂有第一次社会

化过程中所留下的挥之不去的底色。

《二》农村经济条馋相对较差，家庭教鬻豹缺失，

学校教育上的偏颇。使得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环境

先天不足

褥覆生活条俘在很大程度上裁约着人的发展。

缀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大农村已缀发生了巨

大变化。假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不

平衡状况依然十分严重，农村家庭物质垒活普遍不

如城市，特别是偏远落后的山区农村尤甚。在几乎

所有的大学校园，总程不少来盘农村的贫困大学生

生活卡分艰难。尤其1996年以来，屠高不下的学

费，更使得高校农村学生雪上加霜。

据《中匿贫困大学生研究报告》披露：武汉孛南

财经大学的一位家境困窘的女大学生，经常到学校

食堂拣别人吃剩的馒头，而且一捡就是近两年。她

来自农村，其餐卡消费鹱缨表表明，2004年，她才花

了8。35元。c2]一份酋都高校贫豳大学生状况调查资

料表明，有60％的贫困生因贫困而感到羞愧难当；

22．5％戆贫困生感到很窦辜，誉愿意让别人籍道壹

已的处境，并不可抑制地抗拒师生善意的同情；

42．2％的贫困生不愿在因特网或其他媒体上公开求

助，不愿意积投主动地与久交往，生活稳当封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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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的贫困生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受到打击；近

20％的贫困生由于贫困而对社会持极端的观点，影

响了心理健康。[23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迫，使他们

产生强烈的烦恼、自卑，导致学生焦虑不安，悲观沮

丧、多疑、敏感等心理，部分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因此

成为经济、身心“双困生”。

家庭教育的缺失对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先天不

足。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明显存在“三多三无”现

象：一是外出打工的家长多，对孩子的成长无法辅

导；二是家长文化水平不高的多，对孩子的成长无力

辅导．一三是对教育缺乏正确认识的家长多，对孩子的

成长无心辅导。这种家庭教育的缺失，使得高校农

村学生的成长多处于自然状态。城里孩子那种由家

长精心设计的“教育”体系，在农村家庭根本无法建

立和实施。、甚至有的孩子由于家境所迫，不得不在

课余承担与自己年龄不相称的繁重的家庭劳动，这

种家庭教育中文化教育的缺失，使高校农村学生与

高校城市学生相比视野受到限制，正常的社会化进

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另外，农村学校教育的偏颇，尤其是单一的应试

教育，也影响了高校农村学生的全面发展。

(三)农村相对闭塞的环境。挥之不去的小农意

识，使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进程步履维艰

农村以家庭为主要生产单位，规模狭小、封闭落

后。特别是有些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很少，

自给自足色彩浓厚，外界科技文化的发展变化对山

村的文化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视野的狭隘与闭塞

环境下思维发展的不足，局限了人们对事物认识的

深度和广度，也对在校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产生着

深刻的制约。

笔者曾做过一项“高校农村学生生存状况的问

卷调查”。调查显示，来自农村，尤其是山区及偏远

落后地区的农村学生：

在行为方式上，他们只看眼前利益而不愿做新

的努力，未应验的话不信，无先例的事不做。在行为

上表现为实干有余，巧干不足，创新冒险精神不够。

在回答“有一件极富挑战性的工作，但你并没有把握

一定做好，你怎么办”时，34．97％的同学回答“并不

主动争取，但如果让自己干，也不推辞”，9．11％的同

学表示“坚决推辞”[3]，显示出高校农村学生在这一

问题上的被动和消极。

在专业学习上，他们不能依据自己的兴趣及所

长，而主要是基于市场的状况去选择专业。就业目

标上，只求将来有个饭碗就行，把人生理想仅停留在

生存层次，眼界过于狭窄，目标过于单一，遏制了其

潜能的发挥。

在为人处事上，他们面对极其复杂的城市文明，

常有排拒心理，融合力差。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

他们交往的对象是同班同学和老乡，仅有不足20％

的学生除这个交往圈外，通过“社会实践”及“其他社

会活动”拓宽自己的交往面。这部分大学生渴望交

往，却自惭形秽；渴望理解，却又自我封闭。在被问

及“当您遇到苦恼或烦心的事时”有27．05％的同学

表示“不愿与任何人谈”；另有18．35％的同学表示

遇到困难时，“没有交往对象”；16．62％的同学不愿

把自己的困惑、迷惘告诉他人o[33

更有甚者，相对封闭的农村环境还造成的部分

学生性格上与心理上的缺陷。丹东纺织高等专科学

校曾做过一项调查，从1996年8月到1997年6月

患心理障碍的人数由0．9‰增长到3％0，其中80％

是来自农村的学生，而且家住边远山区，经济特别困

难的学生居多。[‘3这些学生们常常在自尊与自卑的

矛盾中徘徊，阻碍了他们走出自己，走向群体，融入

社会的步伐。

三、营造和谐健康校园文化环境

推进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

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质

上是整个社会客观存在的不和谐现象在大学校园的

延伸和反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大学校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大学校园首

先要从构建和谐校园文化环境起步。

(一)环境熏陶：营造和谐校园文化氛围

文化氛围润物无声。要推进在校高校农村学生

社会化，必须在文化氛围上下功夫。要充分利用电

影、电视、报纸、广播、网络、电化教育等先进的信息

传播技术，发挥信息教育的功能，把校园真正建设成

大学生的“精神家园、文化殿堂、成长驿站”。要通过

环境育人，造就和谐的人的个体，使校园每一个“文

化人”有健全的人格，有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能正确地处理个人与自然，个人与个人，个人

与社会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到融人自然、融入社

会、融入集体，完成社会化进程，成为全面发展的“社

会人”。

营造和谐文化氛围，必须加大硬件投入。要改

善教学、实验条件，更新补充图书资料，大力加强校

园自然景观、人文景观设施建设，使学生更多接触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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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科学技术，并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得到熏陶，提

高科学文化素质。要通过文体娱乐活动，科技学术

活动。兴趣小组活动，培养他们广泛的兴趣，吸引他

们主动参与其中。指导他们按照各自章程，朝着既

利于自身的发展，又能增强同学们组织能力和合作

精神方向努力。

在社会文化多元化背景下，要鼓励不同文化背

景的学生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培育兼容并包、相互

学习、团结互爱的氛围。通过多种途径，搭建城市学

生和农村学生互动平台，抑制校园贫困学生群体与

富裕学生群体的对立，使高校农村学生与高校城市

学生通过交融，达到相互接纳、共振，从而实现两种

文化的和谐共处。

(二)转变观念：着眼大学生全面和谐发展

全面和谐发展，才能适应当今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的需要。全面和谐发展，必须提高综合素质，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必须遵循教育规律，全面提高学

生的综合素质。在人才理念上应有三个转变：由重

知识教育向加强能力培养教育转变；由应试教育向

素质教育转变；由培养狭窄的工具型人才向适应社

会发展通用型人才转变。

对高校农村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是一项系统的

工作，不是单一的几门课、几个讲座就能解决问题

的，要求从教育、管理到服务各部门共同参与，对不

同层次的学生要有不同的管理与引导措施。在教学

中，要注重知识产生过程的讲解，充分调动学生思考

积极性；在服务中，应多吸收大学生参与其中，让其

体验服务工作的艰辛，从而内化为自己珍惜他人劳

动成果，礼貌待人的高尚品德；要尽量吸收学生参加

到教师的科研中去，从而激发创造性思维。在考评

机制上要实现分数评价向综合素质评价转变。

(三)阳光心态：培育和谐健康的心理

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社会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

都从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与个体的认知心理能力和

非认知心理能力(如情感等)有关。传统的大学教育

模式在某种程度上被简化为一种职业教育模式，在

社会化的很多方面，如发展个性、为未来的生活和社

会角色进行心理准备等方面所做的努力远远不够。

因而从全面促进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社会化角度

看，心理健康教育是极为必要的。

通过心理健康教育，引导高校农村学生正确认

识自我，客观地评价自我，客观地评价他人。培养他

们准确知觉、理解和表达情绪的能力，善于用积极健

康的情绪直面环境。帮助高校农村学生熟练掌握交

往技巧，用尊重、信任、友爱、宽容、理解的态度与人

相处，努力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引导高校农村学

生正确面对挫折与失败，积极投身社会，参与竞争。

努力解决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中进程中所面临的各

种发展性问题；预防和减少心理疾病。尤其要加强

对农村贫困生的心理辅导和关怀，促进他们增强自

信心，以积极的心态融人社会。

(四)经济资助：聚焦校园弱势群体

来自农村的在校大学生群体在经济与文化分层

中处于双重弱势的地位，实际上是由于城乡二元社

会结构在大学校园的延伸所致。经济上的贫困和文

化上的不适应，是导致高校农村学生群体产生自卑、

敏感、脆弱，甚至攻击性等心理问题的主要社会原

因。所以，加快高校农村学生社会化进程，必须更多

地切实地从经济上为在校高校农村学生提供更多的

经济资助。

从经济上帮助高校农村学生，必须从减轻农村

学生和其家庭的经济压力做起。高校应严格控制办

学成本，规范收费行为，积极建立扶助贫困生的有效

机制，增加面向学生特别是为贫困高校农村学生提

供服务的开支，进一步完善贫困生学杂费的“减、免、

缓”制度。确保占学生总数5％的特别困难的贫困

家庭学生得到每人每月150元的助学奖学金。[7]要

大力推进高校按新机制和新政策全面落实国家助学

贷款工作，千方百计确保占学生总数20％的贫困家

庭学生能够得到国家助学贷款。加快在校高校农村

学生社会化进程，最根本的还是要在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大力发展

农村经济，尽快改变农村整体上的贫穷落后局面。

只有这样，来自农村的大学生才能减少或避免先天

性不足，尽早融入现代文明的大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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