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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大学生群体日益庞大，其身份认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也

是学生形成自我认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重要场所。在大学期间，学生通过参与各类仪式活动，如入学仪式、毕业典礼、

节日庆典等，不仅能够增强对学校的归属感，还能在心理层面形成对自身身份的认同。然而，当前关于大学仪式对学生身

份认同影响的研究尚不充分，特别是在心理动态层面的探讨较为缺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大学仪式对学生身份认同的

影响及其心理动态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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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社会，大学不仅是知识的殿堂，更是青年学子

身份认同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

现象，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社会价值，对学生身份认

同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探讨大学仪式

对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与意义，从心理动态的角度分析这

一现象，以期为进一步优化大学教育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

指导。

1. 大学仪式对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

1.1. 增强归属感与集体认同

1.1.1. 仪式中的共同参与和情感交流

大学仪式通常包括入学仪式、毕业典礼、颁奖典礼等，

这些仪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共同参与的平台。在仪式过程中，

学生们可以共同经历庄重而神圣的时刻，感受集体的力量。

这种共同参与使得学生们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增强了彼此之

间的联系 [1]。同时，仪式中的互动交流，如师生互动、同学

间的相互鼓励，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学校和集体的认同感。

1.1.2. 对学校和集体的认同感提升

大学仪式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仪式的传

承和弘扬，学生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学校的历史、传统和价

值观。在仪式中，学生们身着统一的校服，共同参与庄重

的仪式，这种身份的象征使得学生们对学校产生强烈的归

属感。此外，仪式中的集体荣誉感、团队精神等价值观的

传递，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集体的认同感。

1.2. 塑造价值观与行为规范

1.2.1. 仪式传递的学校文化和价值观

仪式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大学仪式，学校将自身的价值观、教育理念、历史传

统等传递给学生，使学生深入了解学校的文化底蕴。仪式

中的象征意义和仪式程序，体现了学校对学生的期望和要

求 [2]。例如，入学仪式中的宣誓、毕业典礼中的授位等，都

传递出学校对学生的价值观引导。仪式中的师生互动，有

助于加强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学生更加认同学校文化，

形成共同的价值观。

1.2.2. 对学生行为规范的引导作用

仪式规范了学生的行为举止，使其在校园生活中遵循

一定的行为准则。例如，升旗仪式要求学生肃立、敬礼，

体现了对国旗的尊重；课堂仪式要求学生认真听讲、积极

参与，培养了学生的自律意识。仪式强化了学生的集体荣

誉感，使其在集体活动中自觉遵守纪律。例如，运动会、

文艺汇演等集体活动，通过仪式的引导，使学生形成团结

协作、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仪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

1.3. 促进自我认知与成长

1.3.1. 仪式中的自我反思与展示

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活动，为学生提供了一

个反思自我的平台。在仪式过程中，学生可以回顾自己的

成长历程，思考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从而更

好地认识自己。大学仪式也是学生展示自我、展现才华的

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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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对个人发展的积极影响

学仪式让学生在集体中感受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增强

自信心。在仪式中，学生可以体验到成功的喜悦，激发自

己不断追求卓越的动力。大学仪式让学生意识到自己作为

集体一员的责任。在仪式中，学生需要遵守纪律、尊重他人，

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2. 大学仪式对学生身份认同影响的心理动态机制

2.1. 情感唤起与情感连接

2.1.1. 仪式中的情感体验

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集体活动，具有强烈的情感

唤起作用。在仪式过程中，学生通过参与、观察、体验等方式，

产生一系列的情感体验。仪式的庄严、神圣氛围使学生产

生强烈的兴奋和激动情绪，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憧憬和期待 [3]。

在仪式中，学生代表学校、学院或班级接受表彰，感受到

来自师生的认可和赞誉，从而产生自豪感和荣誉感。

2.1.2. 情感对身份认同的作用

在大学仪式中，学生通过情感体验，对自身身份产生

认同。这种认同感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促

进集体荣誉感的形成。仪式中的情感体验可以强化学生对

自身身份的认知，使其更加坚定地认同自己的大学生身份 [4]。

这种强化作用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形成积极的

人生态度。

2.2. 象征意义与符号解读

2.2.1. 仪式中的象征元素

象征元素是指在仪式中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符号、物

品或行为。它们通过象征意义传达出仪式的深层内涵和价

值观念 [5]。校徽、校旗代表学校的荣誉、传统和价值观；校

歌传递学校的办学理念、精神风貌和校训；仪式用品如学

士帽、学士服、毕业证书等，象征着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

的重要转折；仪式程序，如入场、宣誓、授学位等，体现

学校对学生的期望和祝福。

2.2.2. 学生对象征意义的理解与认同

学生通过观察、学习、体验等方式，了解仪式中的象

征元素及其象征意义；学生在参与仪式过程中，产生共鸣，

对象征元素产生情感认同；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将仪式中

的象征元素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体现对学校文化的认

同。学生在仪式中感受到自己的成长和蜕变，增强自我认

同感；学生通过仪式，融入学校文化，获得社会认同。

2.3. 社会比较与自我评价

2.3.1. 仪式中的人际互动与比较

大学仪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特殊的社交情境，使得他

们在互动中更容易产生社会比较的心理。在这个情境下，

学生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交流更加深入，从而为比较提

供了更多机会。在仪式中，学生可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进

行比较：个人表现，如演讲、才艺展示等；着装打扮，如

礼服、饰品等；社交能力，如与人交流、互动等；个人成就，

如学习成绩、科研成果等。

2.3.2. 对自我认知和评价的影响

在仪式中，学生通过与他人比较，可以更清晰地认识

到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这种认知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加全面、

客观的自我认识。社会比较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自我评价。

当学生在某一方面优于他人时，会提高自我评价，增强自

信心；当学生在某一方面不如他人时，会降低自我评价，

产生自卑感；当学生在多个方面与他人相当或略逊一筹时，

自我评价相对稳定。

3. 大学仪式在学生身份认同构建中的意义

3.1. 培养学生的校园文化传承意识

3.1.1. 仪式对校园文化传承的作用

大学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校园文化活动，具有鲜明的

文化传承功能。通过仪式，学生可以深入了解学校的历史、

传统和价值观，从而增强对校园文化的认同感和传承意识。

仪式中的传统元素、仪式流程和仪式氛围，都能够让学生

在参与过程中感受到校园文化的魅力，激发他们对校园文

化的热爱和传承。

3.1.2. 学生作为文化传承者的角色

在大学仪式中，学生不仅是参与者，更是文化传承者。

他们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将校园文化内化为自己的精神

财富，并在毕业后将这种文化传承给下一代。学生作为文

化传承者的角色，对于维护和弘扬校园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3.2.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社会适应

3.2.1. 身份认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影响

大学仪式有助于学生构建积极的身份认同，从而促进

其综合素质的提升。在仪式中，学生能够感受到集体的力量，

培养团队协作精神；同时，仪式中的道德教育、文化熏陶等，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素质、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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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对学生未来社会适应的意义

大学仪式使学生能够在校园环境中提前适应社会规范

和价值观。通过参与仪式，学生能够学会遵守规则、尊重

他人，培养良好的社会交往能力。这对于他们未来步入社会，

更好地适应社会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3.3. 增强学校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3.3.1. 学生身份认同对学校的积极影响

学生身份认同的构建，有助于增强学校的凝聚力。当

学生认同学校的文化、价值观和目标时，他们会更加积极

地参与学校的各项活动，为学校的发展贡献力量。这种凝

聚力有助于提升学校的整体实力。

3.3.2. 学校品牌建设与社会声誉

大学仪式作为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校品

牌建设和社会声誉的提升具有积极作用。通过举办具有特

色、富有教育意义的仪式，学校能够树立良好的形象，吸

引更多优秀学生和教师，从而提升学校的社会影响力。

4. 结论

参与仪式的学生在身份认同感、归属感和自我价值感

等方面得分较高。大学仪式通过增强学生的集体归属感、

提升自我效能感和促进自我反思等心理过程，进而影响学

生的身份认同。不同类型的仪式对学生身份认同的影响存

在差异，如毕业典礼对学生的未来身份认同影响较大，而

节日庆典则更多影响学生的文化身份认同。大学仪式在塑

造学生身份认同方面具有重要作用，高校应重视仪式教育，

通过精心设计和实施仪式，促进学生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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