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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类在种系进化中

,

曾经访了

社会化过程
。

当人类认识到只有对
个体行为进行社会规危

,

才能保证

生存发展时
,

便将群体意志理性化

为伦理
、

道德和法
。

也正是有了这

些
,

人类才最终摆脱纯自然法则的

制约
,

代之以社会法则作为控制人

类行为的重要力量
。

至此
,

社会属

性也就融人人性之中
,

成为人性内

涵的关键要素
。

人类个体发育中
,

即从婴儿到

成人
,

放宽尺度
,

也可 以说从生到

死
,

都经历着社会化过程
。

换句话

说
,

也就是人的一生都要学着与人

交往
,

与社会相融
。

这种个体社会

化过程
,

恰似种系社会化过程的缩

影
,

从自为到自觉
,

从简单到复杂
,

它也是个体人性最终生成的关键要

素
。

人的个体社会化
,

虽说是一生

的事
,

但其关键期却在个体发育的

早期阶段
,

即所谓幼儿和少年阶

段
。

人一生的社会化过程
,

其内涵

大致有三 一是经由
“

依附
” 、 “

模

仿
” 、 “

评定成人行为
”

等方式渐渐扩

大与人的交往范围 二是依据第一

种内涵的经验
,

并通过成人的说教
,

渐渐领悟到社会行为规范
,

在满足

社交需求的同时
,

按特定的文化要

求和社会伦理道德
,

去发展自己的

社会行为
。

同时
,

初步形成相对稳

定的社会行为价值观 三是在广泛

的社会交往和观察生活中验证社会

行为价值观
,

随时学会适应社会
,

具

备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

显然
,

前

两种内涵大致是在儿童和少年期完

成
。

我们说儿童和少年期是社会化

的关键期
,

还可 以从反面的教训中

得到证实
,

在儿童少年时期
,

社会化

受挫或接受了误导
,

会对未来社会

化发展构成严重影响
。

实验研究提示
,

如果早期  幼儿

期!的
“

依附
”

本能不被满足
,

儿童未

来的语言抽象能力会受到破坏
,

行

为上有攻击表现
,

严重的会出现对

他人冷漠
,

在群体生活中
,

力求别人

关注
,

与同伴极难相处
。

为此
,

早期

母子分离
,

被认为是一种心理危

行为模仿主要从家庭成贾开始
,

而

后是教师
。

这时
,

家庭成员间的交往

特点和家庭气氛都起重要作用
。

一

个专制式的家庭
,

肯定会造成孩子

的绝对被动服从行为
,

在未来的社

交中
,

退缩是其主要特征
。

成人的说教
,

从儿童语言基本

发展起来以后便可以发生作用
。

这

时错误的说教方式
,

最主要的是简

单的制止
。

这种方式只告诉孩子
“

不

应当做什么
” ,

而不同时告诉孩子
“

应当做什么
” 。

另外
,

含混的语言指

令也是有害的
,

它往往使孩子不知

所措
。

不同的父母
,

可能采用不同的

机
。

如果说
,

社

会化是使孩 子

学会依据社 会

行为规 范制约

自己 的话
,

那

么
,

这种实质性

的社会化过程
,

恐怕还 是在孩

子懂事 以 后才

开始的
,

这个年

龄段 大约是在

∀ 一 # 岁
。

在这一

阶段中
,

孩子的

社会 化主要通

过 ∀ 种方式 一

是对成人行 为

的模仿
,

二是接

受成人的说教

三是同伴 之间

的游戏
。

对 成 人 的



说教方式
。

眼下
,

我们经常观察到的

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专制式
,

父母

控制孩子的一切行为
,

违反者必重

罚
,

甚至打骂 二是放任型
,

父母不

但放弃管教孩子的权威性
,

而且任

何行为规矩也不制定 第三种是较

为合理的
,

叫做
“

权威
一

互惠
”
型

。

父

母既实行 自己的权威
,

同时又认真

听取孩子的合理建议
,

尊重孩子的

合理要求
,

对一切行为要求都有明

确规定
。

至于同伴之间的儿童游戏这种

社会化的方式
,

对儿童的心理发展

起决定性作用
。

儿童不单在游戏中

学到知识
,

受到启发
,

开拓自己的智

着社会行为
。

有一些研究发现
,

行为

不良的少年
,

虽然在智商方面与同

龄人一样
,

但他们的道德推理能力

要低很多
。

∃ % &∋() ∗+ 把道德推理分为 ∀ 期

共 # 个阶段 道德成规前期 包括第

一阶段避免惩罚
,

第二阶段获得奖

赏 道德循规期 包括第三阶段多得

赞许
,

避免反对
,

第四阶段接受法律

规范 道德自律期 包括第五阶段接

受公众福利社会契约
,

第六阶段受自

己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制约
。

经过

长期调查研究
,

∃闹() ∗+ 把道德推理

的阶段和年龄的关系归纳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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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而且能发展自己的探

究和好奇心
,

激发心理活

动的创造性
。

对社会化来

说
,

更重要的功能是使儿

童在同伴交往中学会遵

守规则
。

任何游戏都有规

则
,

违背它们
,

将被同伴

所斥责
,

通常儿童都会用
“

耍赖
”

这句话批评不守

规则的孩子
。

对同伴的指

责
,

儿童最为敏感
。

他们

在游戏中将学会服从群

体意志
。

许多研究者十分关

注童年社会化的机制
,

有

的学者强调赏
、

罚的作

用
,

有的学者重视身教的

效果
,

还有的学者认为
,

成人的愿望应当被孩子

理解
,

这才是孩子的社会

化的关键
。

其实
,

在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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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推理的阶段与年龄的关系

—
道德成规前期

道撼循规期

道德 自律期

社会化过程中
,

这 种机制都是起

作用的
,

应协同使用
。

在赏
、

罚时
,

应

以成人的身教为榜样
,

同时
,

要让孩

子知道成人为什么要赏
、

罚他们
。

如果说
一  岁的社会化是初

始阶段
,

那么
,

 岁以后
,

人的社会

化就变得更理性化和复杂化
。

这时

的社会化
,

更多的是通过道德推理

来完成
,

道德推理的结论
,

直接支配

从图中可见
,

道德推理能力随

年龄增长而加深
。 ! 岁时

,

几乎百分

之百的孩子依惩
、

奖原则进行推

理
。

∀# 岁时
,

几乎有一半孩子知道

按他人赞许或法规来判断自己的社

会行为
,

∀ 岁以后按自律原则
,

通

过抽象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孩

子则变得多起来
。

大多数的孩子
,

是

以受到赞许和法规进行道德推理
。

上述研究告诉我们
,

在 ! 一
∀ 

岁之间
,

孩子的社会化已经渐渐变

得比较抽象和理性化
,

如果在教育

工作中仍以早期的简单奖惩为手

段
,

显然是一种失策
。

特别是十二

三岁以后
,

孩子的语言能力大大提

高
,

开始有了抽象思维能力
,

近

∃# % 的孩子再不以惩奖原则制约

自己
。

所以
,

晓之以理
,

应是促进这

个年 龄段 的孩子社 会化 的好 办

法
。

这个时期
,

不单要促使他们
“

做

好事
” ,

促使他们社会交往
,

而且还

要让他们知道
“

为什么要做好事
”

和应如何与他人交往
。

不单要鼓励

他们参加社会活动
,

而且还要让他

们知道参加社会活动的意

义何在
。

如果说
,

孩子在早期

社会化中
,

因
“

依附
”

挫折

和母子分离的焦虑而留下

了心理创伤
,

那么
,

在  &

∀ 岁之间
,

通过道德推理

训练
,

完全可以消除童年

的创伤
,

从而使他们顺利

地完成社会化
,

不致在未

来 的社 会生 活中造成遗

憾
。

当然
,

由于道德推理是

比较抽象的思维过程
,

所

以语言的发展水平是至关

重要的
。

为此
,

成人与这一

一霭 年龄阶段的孩子之间
,

必

须建立相互信任和彼此尊

重的关系
,

以便经常促膝

谈心
,

锻炼和培养孩子的

语言功能
,

这是提高孩子

道德发展 的一个重要 条

件
。

作为少年自己则应当接受正面

教育
,

多与教育者沟通
,

从一点一滴

的小事做起
,

学会规范自己的行为
,

以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对社

会的适应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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