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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以对河北省４所独立学院１　０００多名大学生调查所得数据为基础，描述了独立学

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状况。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总体上清晰、合理，但也存在

学习认知程度不高、学习体验不佳、学习行为失范等问题。各独立学院应重视这些问题，采取

有效干预措施，进一步改善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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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角色认同是大学生对其大学生角色进

行认知、体验以及采取相应行为的过程。大学生

角色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角色，而是一个由多

种角 色 构 成 的 角 色 系 统，大 学 生 在 学 习、社 会 实

践、人际交往等不同领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这

些角色在大学生自我意识中的地位并不相同，其

中地位最高的角色，称为“显著性角色”，相应地，
大学生对该角色的认同，称为“显著性角色认同”。
有关角色认同的研究认为，显著性角色认同是个

体解释和应对生活的指针，对个体生活有着总体

性、主导性的影响。
独立学院是２０世纪末以来我国高等 教 育 领

域出现的一种独特的办学形式，是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改革的产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独立学

院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

前，河北省有１８所独立学院，在校学生人数超过

２０万，约 占 河 北 省 高 校 在 校 学 生 人 数 的 四 分 之

一。与母体大学相比，独立学院在校园环境、文化

氛围、软硬件条件、社会认可度、学生就业等方面

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在此背景下，关注和研究独

立学院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状况，对于促进独立

学院学生的健康发展，提高独立学院整体教育质

量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调查对象及方法

（一）调查对象

为了保证调查数据的客观性和可信 性，课 题

组采用整群随机抽样和均衡年级、文理科的方法，
在河北师范大学汇华学院、河北经贸大学经济管

理学院、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石家庄铁道大学

四方学院等４所独立学院学生中发放问卷１　１００
份，回收１　０２１份，回收率９２．８２％，剔除题项回答

有误的问卷５９份，得到有效问卷９６２份，有效率

９４．２２％。在 全 部 有 效 问 卷 中，涉 及 男 生２９９人

（３１．０８％），女生６６３人（６８．９２％ ）；大一学生２３１
人（２４．０１％），大 二 学 生２６９人（２７．９６％ ），大 三

学 生 ２２５ 人 （２３．３９％ ），大 四 学 生 ２３７ 人

（２４．６４％）；文科类学生４７４人（４９．２７％），理科类

学 生４８８人（５０．７３％ ）；农 村 来 源 学 生６０５人

（６２．８９％），城镇来源学生３５７人（３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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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调查工具

在角色认同研究领域，显著性角色认 同 调 查

工具有多种，且各有优缺点。课题组在对比分析

的基础上，采用周永康（２００８）编制的《大学生显著

性角色认同问卷》作为调查工具［１］。问卷 包 括 学

习、社会实践、职业准备、人际交往、情感体验、公

民行为、政治追求等大学生角色生活的７个基本

方面，要 求 学 生 分 别 按 重 要 性 程 度、社 会 期 望 程

度、自我期望程度、感到自豪程度、感到快乐程度、
投入时间精力、实际收获程度等７个维度进行排

序。其中，按重要性程度、社会期望程度、自 我 期

望程度３个维度排序，旨在测量大学生角色认知

状况；按自豪程度、快乐程度２个维度排序，旨在

测量大学生角色体验或感受状况；按投入时间精

力、实际收获２个维度排序，旨在测量大学生角色

行为 状 况。调 查 数 据 运 用 ＳＰＳＳ１３．０ｆｏｒ　ｗｉｎ－
ｄｏｗｓ统计软件包进行统计处理。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一）河北省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

色认同的调查结果

１．分类排序显示的显著性角色认同结果

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角色生活的７个 基 本

方面在不同维度上的排序有所差异（见表１）。这

与大学生个体在认知能力、感受状况以及行为能

力等方面存在差异有关。

表１　分类排序显示的显著性角色认同结果

维度 排序及平均值（最高等级７，最低等级１）

重要性
学习（５．８１０）、人际交往（４．７９４）、职业 准 备（４．７５５）、社 会 实 践（４．２６７）、公 民 行 为（３．１２６）、政 治 追 求

（２．８６４）、情感体验（２．３６７）。

社会期望
职业准备（４．６６０）、社会实践（４．５６０）、公 民 行 为（４．３９０）、学 习（４．３４４）、人 际 交 往（４．１８９）、政 治 追 求

（３．９２６）、情感体验（１．９００）。

自我期望
学习（５．３９６）、职业准备（４．８９０）、人际 交 往（４．７６４）、社 会 实 践（４．１９３）、公 民 行 为（３．２１７）、政 治 追 求

（２．９７５）、情感体验（２．５７９）。

自豪感
学习（５．１１２）、人际交往（４．８３６）、社会 实 践（４．２６０）、职 业 准 备（４．０１７）、公 民 行 为（４．０１５）、政 治 追 求

（３．１４４）、情感体验（２．６１０）。

快乐感
人际交往（５．１８４）、学习（４．７１７）、社会 实 践（４．５３５）、职 业 准 备（３．８２４）、公 民 行 为（３．６６８）、情 感 体 验

（３．３６９）、政治追求（２．７００）。

实际投入
学习（５．９７９）、人际交往（４．９９７）、社会 实 践（４．２９５）、职 业 准 备（４．１９１）、公 民 行 为（３．２３０）、情 感 体 验

（３．７３９）、政治追求（２．５７４）。

实际收获
学习（５．６０４）、人际交往（５．０４３）、社会 实 践（４．４９３）、职 业 准 备（３．９５１）、公 民 行 为（３．４７３）、情 感 体 验

（３．７６４）、政治追求（２．６７７）。

　　２．综合排序显示的显著性角色认同结果

在调查过程中，大学生按照７个维度 对 给 定

的角色行为予以排列组合，某个角色行为在７个

维度位置的综合状态，决定了该角色的显著性程

度。经过综合性评定，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的

评定等级由高到低依次是学习、人际交往、社会实

践、职业准备、公民行为、政治追求、情感体验。由

表２可看出，学习在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评定

等级中的位置最高（平均值５．２８），相对于其他６
个角色，学习者便是大学生角色系统中的显著性

角色。

表２综合排序显示的显著性角色认同结果

项目
平均值

（最高等级７，最低等级１）

学习 ５．２８

人际交往 ４．８３

社会实践 ４．３７

职业准备 ４．３３

公民行为 ３．５９

政治追求 ２．９８

情感体验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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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河北省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

色认同调查结果分析

尽管大学生在不同领域会扮演不同 角 色，从

而使大学生角色呈现多面性，但是大学生毕竟还

是学生，其最主要责任还是学习。“当一个青年进

入到大学以后，他就被赋予了一种责任，即他应该

以充实学问为责任，他应该沉浸在理性的精神当

中，于图书馆、实验室、教室里与教师一起，在知识

的大洋中做创造性的航程”［２］。因此，学习者理应

作为大学生角色系统中的显著性角色。表２显示

的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

色认 同 总 体 上 还 是 清 晰 的、合 理 的，但 也 应 当 看

到，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中的某些方面还存在

一定的问题，大学生角色认同状况还有进一步改

善的余地。
第一，学习认知程度不高。从 认 知 心 理 学 的

角度看，学习认知即人们对于学习的看法、评价。
调查显示，在受访的９６２名学生中，按重要性程度

排序，有４９５人把学习排在了第一位，占５１．４６％；
按自我期望程度排序，有４１５人把学习排在了第

一位，占４３．１４％；而按所感受到的社会期望程度

排 序，有 ２１６ 人 把 学 习 排 在 了 第 一 位，仅 占

２２．４５％（详见表３）。换而言之，在上述３个维度

上分别有４８．５４％、５６．８６％和７７．５５％的 学 生 并

未把学习排在首位，这与学习者在大学生角色系

统中的应有地位不相称。由此看出，还有相当数

量的大学生对于学习的认知程度不高。这种情况

实际上也折射出一部分大学生的显著性角色定位

存在偏差。

表３　“学习”在不同维度上的选择顺序及人数／比例

维度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第四位 第五位 第六位 第七位

重要性 ４９５／５１．４６　 １５７／１６．３２　 １２５／１２．９９　 ７７／８．００　 ５３／５．５１　 ３８／３．９５　 １７／１．７７

社会期望 ２１６／２２．４５　 ９６／９．９８　 １３０／１３．５１　 １６９／１７．５７　 １３５／１４．０３　 １５２／１５．８０　 ６４／６．６５

自我期望 ４１５／４３．１４　 １４２／１４．７６　 １２４／１２．８９　 ９５／９．８８　 ９７／１０．０８　 ５０／５．２０　 ３９／４．０５

自豪感 ３４１／３５．４５　 １４８／１５．３８　 １３５／１４．０３　 １１４／１１．８５　 １１３／１１．７５　 ７４／７．６９　 ３７／３．８５

快乐感 ２４５／２５．４７　 １３５／１４．０３　 １５３／１５．９０　 １５８／１６．４２　 １４５／１５．０７　 ６０／６．２４　 ６６／６．８６

实际投入 ５９２／６１．５４　 １１２／１１．６４　 ８４／８．７３　 ７０／７．２８　 ５０／５．２０　 ３４／３．５３　 ２０／２．０８

实际收获 ４６８／４８．６５　 １３５／１４．０３　 １１６／１２．０６　 １０２／１０．６０　 ６７／６．９６　 ４２／４．３７　 ３２／３．３３

　　第二，学习体验不佳。英国教育家怀特海德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曾 指 出：“作 为 学 生，你 们 必 须 要 把

学习当作一种享受、一种乐趣”［２］。然 而，从 本 课

题组调查情况看，目前大学生对于学习的体验状

况并不乐观。表３显示，以自豪感和快乐感排序，
把学习排 在 后 三 位 的 人 数 分 别 有２２４人 和２７１
人，占受访 者 人 数 的２３．２８％和２８．１７％。这 说

明，大约有１／４的大学生在学习上缺乏应有的自

豪感和快乐感。不仅如此，本课题组在走访时发

现，不少大学生其实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厌学问题。

所谓厌学，是指“学生对于学习感到厌倦的心理现

象，是学生对学校的学习生活不能满足自己需要

而产生的一种不满意、不愉快、厌烦学习生活的情

绪体验”［３］。这些学生对学习毫无兴趣，把学习视

为一件痛苦的事情，不能从事正常的学习活动，其
主要表现在上课无精打采，思想涣散，注意力不集

中，甚至经常逃学或旷课，严重的会导致辍学。
第三，学习行为失范。学习行为失范，是指大

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时表现出的行为与显著性角

色———学习者身份不相符的状态。独立学院大学

生学习行为失范的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归纳

起来 主 要 有 以 下 几 个 方 面：一 是 学 习 投 入 不 足。
如前所述，学习者是大学生角色系统中的首要角

色，与此相适应，大学生的时间、精力也应当主要

投向学习。但调查发现，在受访的９６２名学生中，
把学习投入置于各项投入第一位的有５９２人，仅

占全部受访者的６１．５４％（见表３），其余学生则把

主要的时间、精力用于了交际、恋爱、打工，甚至网

络游戏等；二是学习自主性不强。现代知识观认

为，大学生不仅是“知识的消费者，同时也是知识

的传播者、解释者和生产者”［４］，因此，大学生应当

彰显其学习的主体地位，增强其学习的自主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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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过 程 中 对 现 有 知 识 进 行 追 问、批 判 与 反 思。
但相关研究发现，受长期应试教育的影响，目前大

学生基本上还习惯于接受性学习，尚未形成自主

学习的习惯［５］；三是学业考试诚 信 缺 失。大 学 生

是真理的追求者，在学业考试中本应实事求是，坚
持诚信为本，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尽然。本课题组

相关调查显示，独立学院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已不

是“个别”现 象，在 一 些 学 院 或 年 级 已 达 到 了“较

多”的程度。表３显示部分大学生对于学习的实

际收获评价不高，应当与学习行为失范有重要关

系。

三、思考与建议

大学阶段是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的一个关

键阶段。与以往任何阶段不同，在大学阶段，大学

生除了要以学习者身份学习专业知识、探求科学

真理之外，还必须为将来成为“社会人”做必要的

准备。因此，相对于“小学生角色系统”和“中学生

角色系统”，大学生角色系统也就更具复杂性。受

社会、家庭、学校及自身观念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中存在一定问题也在情理

之中。但这些问题若不有效解决，必会影响大学

生的 健 康 发 展，影 响 独 立 学 院 的 整 体 教 育 质 量。
因此，各独立学院应高度重视这些问题，及时采取

干预措施，以进一步改善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

状况。

（一）注意开展思想教育

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中存在的问

题，与学生中流行的一些不良思潮有关。近年来，
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了一个短期难解的社会问

题。与母体高校的大学生相比，独立学院大学生

面临着更大的就业压力。于是，“读书无用”、“学

习好不如关系好”等一些不良思潮在独立学院大

学生中广泛蔓延。一些大学生不再相信“读书改

变命运”，学习失去了动力，这是导致他们学习认

知程度不高、学习感受不佳、学习行为失范的一个

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改善独立学院大学生显

著性角色认同状况，应该从思想教育入手。围绕

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问题的思想教育，可从两

个方面展开：一是新建专门的思想教育平台，如开

设大学生角色教育课程等，该类平台的主要功能

是向大学生系统地讲授应承担的角色以及各角色

之间的关系，使大学生对于应承担的角色有清晰

的认识，帮助大学生树立和强化“学习者是首要角

色”的思想；二是充分运用现有思想教育平台，及

时解决大学生出现的思想问题。例如，辅导员除

日常事务性管理工作外，还应站在大学生显著性

角色认同的角度，密切关注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及
时纠正大学生中出现的思想偏差，尤其要努力消

除“读书无用论”的错误思潮。如果说新建教育平

台的功能侧重于“扶正”，那么，现有教育平台的功

能则侧重于“纠偏”，两者之间应当建立良好的联

系机制，相互配合，发挥出最大的教育效能。

（二）强化教学实践的引导

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中存在的问

题，也与独立学院教学实践引导不良有关。教学

实践本可以从多个方面引导学生聚焦学习，如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师的学养和教学态度及个人

魅力等等。遗憾的是，由于独立学院师资流动性

较大，教师很难形成一种主人翁精神［６］，导致独立

学院的教学实践出现许多问题，其中教风和教法

问题尤为突出。教风不足已成为学风的示范，教

法也不足以激发学生的思想火花。这引发了大学

生对授课的不满，对学习的厌倦，也是学生规避学

习、逃离课堂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进一步改善

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状况，还应强化

教学实践的引导作用。首先，独立学院的管理者

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即对大学生的学业、前途和未

来发展有高度负责的意识，这是强化教学实践引

导作用的前提所在。其次，独立学院的管理者还

要高度关注教学实践的创新与改革，尽早制定一

套科学合理的创新改革方案，努力做到目标明确、
实施有序、效果显著。另外，独立学院还应设法树

立教师的主人翁地位，鼓励广大教师树立优良的

教风、采用能给人以启迪的教法，让广大教师充分

展示个人的魅力，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去感染和引

导大学生的学习。

　　（三）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独立学院大学生显著性角色认同中存在的问

题，还与独立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缺乏过程性和有

效性有关。独立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总体设计呈

现“注重末端、忽视过程”的特征，这导致大学生学

习过程管理的弱化。在此制度环境下，学生旷课、
逃课等不良学习行为得不到制度的强力制止，学

习上的时间、精力投入得不到保障。这是造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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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大学生平日无心学习，而考前“恶补”或考试

作弊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独立学院某些教学

管理制 度 的 有 效 性 也 较 差。以 考 试 管 理 制 度 为

例，各独立学院对学生考试作弊行为均有相应的

处理规定，有的甚至还相当严厉，但由于一些监考

教师不敢管理或不愿管理，考试作弊现象一直没

有得到有效遏制。因此，进一步改善大学生显著

性角色认同状况，仅靠前述柔性措施的引导是不

够的，还必须通过完善教学管理制度予以刚性的

干预。一方面，建立健全过程性教学管理制度，切

实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管理。这一制度应当围

绕经常性学习任务的布置、检查、考核来设计，以

迫使大学 生 把 日 常 主 要 时 间 和 精 力 投 放 到 学 习

上，从而有效规范其学习行为；另一方面，完善教

学管理制度的运行机制，增强其有效性。制度的

设计应重点考虑如何激励一线教师在教学管理上

发挥作用，同时也应注意建立由学生、教师、管理

者三方相互制约机制，以保持教学管理制度的有

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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