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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青春期的一项主要发展任务是形成清晰的自我意识，

称为身份形成。身份通过人和他们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

用在多个领域发展。尽管身份发展是整个青春期的一项

重要发展任务，但这项任务在生活事件和过渡期间变得

最为突出。在教育领域内，从中等教育过渡到高等教育

的背景可能会挑战青少年的身份认同，并对他们的心理

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捕捉在学校过渡期间以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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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中学到高等教育的过渡可以被视为心理成长的机会，并可能在青春期的教育认同发展中发挥有意义的作

用。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研究在荷兰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规范过渡过程中，青少年在教育认同发展方面的差

异，以及是否可以在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方面描述阶级之间的差异等级。本研究对685名荷兰参与者的样本

（47.0%的女孩，法师=17.29岁在过渡时）进行了并行过程分段潜在类别增长分析。青少年（双）年度调查的纵向数

据以中学最后一年为中心，在最后一年之前的4年和之后的4年。整个过渡期间身份承诺和重新考虑的发展中的异质

性最好由4类解决方案分类。这四个类别被标记为增加自我确定性、稳定的自我确定性、过渡后的不确定性和持久

的不确定性。青少年的身份发展模式与社会人口学、学术、个人和关系特征显着相关。本研究讨论了采取以人为本

的方法的优点，这表明大多数青少年的适应性发展，但也捕捉到了相当大少数群体在过渡期间教育身份发展的不同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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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发展模式为特征的青少年亚群之间的有意义差异，

我们在 9 波纵向数据集上应用了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

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旨在研究在荷兰从中等教育到高等

教育的规范过渡过程中，青少年在身份发展方面的差异

以及为何存在差异。因此，我们还讨论了潜在的社会人

口、学术、个人和关系因素在整个学校过渡期间身份形

成中的作用。

一、教育认同形成

身份发展是形成对青少年是谁以及他们想要什么的

清晰认识的过程，其特点是两个过程：建立生活的安全

感和方向，标记身份承诺，尝试替代选择，标记身份探

索或质疑现在有利于替代方案的决定和确定性，称为身

份重新考虑。在教育领域内，身份发展涉及关于一个人

的学校、课程、职业概况和学术轨道的选择。青少年在

身份形成的发展阶段可能存在显着差异，这取决于承诺

的程度以及对替代方案的反思和考虑。具体来说，青少

年的身份发展可以通过四个阶段来捕捉，这些阶段可以

放在从最不适应模式到最适应模式的连续统一体上。处

于扩散状态的青少年，处于连续体的开始，被动地反思

自己的身份，并且承诺薄弱或没有承诺。以坚定的承诺

和对替代方案的反思为特征的成就状态和以坚定的承诺

和对替代方案的较低反思为特征的关闭状态处于连续体

的末端。最后，处于暂停状态的青少年处于积极反思的

中间状态，没有强烈的承诺。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多数

青少年表现出身份成熟的模式，因为他们从扩散到暂停，

并朝着成就和关闭状态移动，或者保持在更适应的成就

和关闭状态。然而，相当多的少数人在整个青春期仍处

于较不适应的状态或出现倒退的变化。为了捕捉这些不

同的发展模式，有必要应用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通过

应用以人为本的方法，研究重点从理解变量之间的人际

关联转向理解具有独特发展过程模式的个体。在身份发

展领域，身份某一方面发展差异的意义可能取决于身份

其他方面发展的差异。例如，与探索增加但承诺减少的

青少年相比，在承诺和探索过程增加的青少年亚组之间

发现了有意义的差异。因此，研究人员建议使用以人为

本的方法可能更适合捕捉身份发展。

二、跨学校过渡的身份发展

根据 Grotevant 的上下文身份框架，身份发展的关键

是其交易性质。身份通过个人与其背景之间的互动而发

展，生活中的特定时刻可以挑战一个人的身份并增加特

定过程的相关性。在教育领域，挑战青少年认同的一个

重要背景因素是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渡。例如，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重新考虑自己的身份具有不同的含

义，当青少年刚刚选择了高等教育，而不是在他们处于

中学阶段并且基本上没有选择重新考虑的时候。具体而

言，在荷兰，儿童在 12 岁左右（7 年级）开始中学教育，

并遵循 4 年的职业教育准备轨道、5 年的应用科学准备轨

道或 6 年的轨道为科学教育做准备。然后，他们通常会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以专攻并为更具体的职业做准备。

尽管荷兰的教育体系细节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但从小

学到中学的过渡本身以及从中学到高等教育的过渡在各

国都很普遍。由于这种从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转变捕

捉到了从一个州到另一个州的离散过渡，被定义为规范

的生态转变，它对于教育身份的发展可能很重要，原因

有几个。首先，鼓励处于过渡期的青少年在选择专门的

教育轨道之前反思他们是谁、他们发现什么有趣以及他

们有什么能力。当青少年采用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和自

我反省时，这可能有助于身份发展。其次，在学校过渡

后，青少年与其新环境之间的良好契合可以加强当前的

教育承诺，而不匹配可能会增加重新考虑并削弱承诺。

最后，社会投资理论指出，当青少年适应新的社会角色

和环境，期望增加责任感和独立性时，他们会在心理上

受到刺激成熟。因此，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作

用可能是教育认同发展的转折点。从理论上讲，由于积

极主动的身份处理，再加上在整个过渡期间越来越多的

承诺，因为他们将当前的承诺建立在明智的决定上，因

此预计青少年可能会在过渡前经历更高的重新考虑。然

而，在身份变化和学校过渡的经历中存在有意义的差异。

在中学时期形成了具有坚定承诺的成熟身份的青少年，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保持这种适应性状态。此外，青

少年在形成承诺方面可能会遇到困难，导致在整个过渡

过程中重新考虑更多，而承诺更少。最后，这种转变可

以推动进步或倒退的变化，因为它鼓励青少年做出承诺

或重新考虑他们目前的承诺。因此，可以预期在学校过

渡期间教育身份形成的不同发展轨迹。

三、整个转型过程中身份形成的因素

这些不同的发展轨迹可能与社会人口、学术、个人

和关系因素有关。社会人口学因素，如年龄和性别，一

直与身份发展有关。应用积极主动的处理方式和自我反

思的能力可以帮助身份发展。然而，青少年应用这些认

知功能的能力可能在结构上有所不同。认知能力和身份

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展，与男孩相比，女孩的智力和

社会认知功能发展得更早。因此，年轻的青少年和男孩

在过渡到高等教育时可能认知能力欠发达，因此可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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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过早地做出身份承诺。总而言之，我们预计在学校过

渡时年龄较小的男孩和青少年更有可能有较不成熟的发

展模式，在过渡前重新考虑和承诺较低，这可能会在过

渡期间持续存在或随着青少年心理成熟而改变。与学校

相关的因素，例如学术水平（例如，职前）和进步也可

能与整个学校过渡期间的青少年身份发展有关。处于职

业轨迹的青少年可能更有可能表现出不太成熟的身份模

式，因为他们在中学环境中花费的时间更少，这可能由

于荷兰教育系统的组织而为教育身份发展提供支持和指

导。这些青少年在过渡到高等教育时也可能具有不太成

熟的认知能力，因为他们通常在更年轻的时候离开学校。

最后，处于职业轨道的青少年也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

和可能性较小，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较低的学术轨道。

关于学业进步，能够遵循名义上的教育轨迹可能是青少

年愿望与其能力之间契合度的重要指标，这可能会隐含

影响他们的教育认同。相比之下，通过例如重复一年而

偏离名义轨迹可能表明青少年被迫重新考虑他们的承诺。

因此，遵循职业轨迹并偏离学业进步（例如，通过重复

上一年学）的青少年可能更容易表现出低承诺的身份模

式。此外，青少年的个体特征可能对整个学校过渡期间

的适应性身份发展很重要。具体来说，焦虑或对未来威

胁的预期与较低的身份承诺有关，这表明焦虑通过不确

定感和对做出错误决定的恐惧阻碍了承诺的做出。在学

校过渡期间，焦虑可以通过不确定性和压力的规范体验

来增强，但也可以在青少年将过渡视为成长机会时得到

缓解。因此，在中学教育期间经历更多焦虑的青少年可

能会在过渡期间表现出低承诺的模式，但他们可能在过

渡后仍会积极发展。最后，父母与青少年的关系可能对

通过父母自主支持或父母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他们的孩子

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尊重孩子的意见的过渡期间的身份发

展很重要。随着更高的侵入性养育，青少年报告了更高

的重新考虑和更弱的承诺。相反，更多的支持性养育与

更多的承诺认同有关。因此，父母自主支持较少的青少

年可能会经历较低承诺的发展模式。

四、本研究

本研究旨在考察从中等教育向高等教育过渡的背景

下的教育认同发展。通过关注围绕教育转型的教育身份

发展，我们能够在使它们有意义的背景下检查身份过程，

而不是作为脱离现实的平均发展过程。我们旨在通过应

用以人为本的分析方法，研究青少年亚群之间的有意义

差异，这些青少年亚群的特征是围绕这一学校过渡的一

系列身份过程的不同发展模式。我们预计，学校过渡可

能是挑战青少年教育认同的重要背景因素，并可能成为

认同发展的转折点。此外，我们预计个体差异可能会被

更同质的亚群所捕获，这样大多数青少年将通过学校过

渡后的渐进变化表现出身份成熟的模式，而一些青少年

可能会表现出稳定的身份形成适应模式，保持在不太适

应的发展趋势，或在学校过渡后表现出倒退的变化。此

外，我们研究了社会人口、学术、个人和关系因素的发

展轨迹之间的差异。我们预计，男孩、年轻、遵循职业

轨迹、偏离规范的学业进步、经历更多焦虑或经历较少

父母自主支持的青少年往往属于不太成熟的轨迹，其特

点是承诺低，之前的重新考虑高或低在整个过渡过程中

可能会持续的过渡。

五、讨论

在本研究中，我们研究了青少年在从中等教育到高

等教育的过渡过程中，他们的教育认同发展如何以及为

何存在差异。调查结果表明，学校过渡是一些青少年身

份发展的转折点，但不是全部。具体来说，跨转型身份

发展的差异最好通过四个发展轨迹来区分：增加的自我

确定性、稳定的自我确定性、转型后的不确定性和持久

的不确定性。此外，这些班级之间的年龄、学业水平和

进步、焦虑和父母自主支持存在显着差异。总体而言，

研究结果表明，身份发展适应性较差的青少年具有较差

的特征。

1. 过渡期间的不同身份轨迹及其特征

在本研究中，47.9% 的青少年在增加自我确定性班

级。这种明显的“规范”发展模式支持先前的发现，表

明大多数青少年的身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熟。该课程

还显示了从身份暂停（过渡前重新考虑稍高）到身份实

现的渐进发展转变，在过渡期间增加了承诺，在过渡后

立即减少重新考虑。这些发现补充了说明青少年反思自

己的重要性的理论，以便对他们的教育路径做出明智的

决定。此外，这个班级在焦虑和自主支持方面既没有最

适应也没有最不适应的特征，而且在中学教育期间或之

后偏离的可能性也不小。因此，虽然自我确定性增强班

的青少年没有最优化的特征，但他们仍然表现出身份发

展的适应性模式，心理上也成熟了。与这种积极的变化

模式相反，大约 14.0% 的相当少数青少年被标记为过渡

后不确定性类别，在过渡后经历了更强烈的承诺下降和

重新考虑的高峰。对于这个班级的青少年来说，过渡似

乎是一个破坏性的发展时期，因为过渡前的适应性初始

水平变成了混乱的模式，在过渡后有一种比较替代方案

的冲动，而承诺继续减弱。这种模式令人担忧，因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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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期青少年的研究一直将更高的承诺与增加幸福感联系

起来，而重新考虑被认为是适应不良发展的风险因素。

事实上，与其他三个班级相比，这个班级在过渡后表现

出更强的焦虑增加，同时自主支持也大幅下降。然而，

这些青少年在中学教育期间或之后不太可能偏离规范的

学校进步，并且班级成员的可能性与学术水平或性别无

关。此外，在中学期间，青少年的焦虑和自主支持体验

与增加自我确定性班的青少年没有差异。因此，重要的

是要了解这些不同变化模式背后的潜在机制，以防止和

干预这种破坏性的发展轨迹。除了这些变化模式外，我

们还观察到整个过渡期间的稳定性模式。稳定自我确定

类的青少年（27.7%）表现出稳定的高度承诺的适应性模

式，在整个过渡期间重新考虑的次数很少。尽管对于这

些青少年来说，这种转变不被认为是一个转折点，但也

许对于这个班级来说，对当前承诺的质疑并不被认为是

必要的，因为它们已经达到了类似于身份封闭模式的令

人满意的最终状态。事实上，与其他班级的青少年相比，

这个班级的青少年更有可能表现出早期适应模式，焦虑

体验最低，自主支持最高。此外，青少年更有可能接受

科学前教育，在过渡时年龄较大，并且在中学期间和中

学后偏离的可能性最小。这些自适应模式在整个过渡过

程中仍然存在。然而，在本样本中，10.4% 的青少年也

观察到稳定性较差的适应性模式。持久不确定性类的青

少年类似于长期暂停身份的模式，在中学期间低于平均

水平的承诺减少，并在整个过渡期间保持稳定的高度重

新考虑。对于这个阶级来说，转变不是导致身份成熟的

积极转折点，而是身份过程中的斗争在整个转变过程中

仍然存在。考虑到班级特征，持久不确定性班级的青少

年更有可能在整个过渡期间经历最多的焦虑和最少的自

主支持。此外，这些青少年在过渡时更有可能更年轻，

并且最不可能接受科学前教育。然而，班级之间的性别

和学业进步都没有显着差异。

2. 整合类特征

考虑到学校过渡的这些发现，焦虑似乎在形成承诺

的能力中具有重要作用。在增加自我确定性课程中，略

微升高的焦虑水平似乎与自我确定性的增加有关。对于

这些青少年来说，“适量”的担忧可能会通过激励青少年

探索他们的承诺来防止丧失赎回权。这种适应性行为反

映在过渡后重新考虑的强烈减少和承诺的整体增加。然

而，过度的担忧似乎会阻碍做出坚定承诺的能力。在本

研究中，我们观察到经历高度焦虑的青少年也经历了最

不强烈的承诺。此外，学校过渡似乎加强了这种关联，

因为在过渡期间做出正确决定的压力和适应新环境的需

要似乎伴随着焦虑的急剧增加、承诺的减少和学习的高

峰。重新考虑。这表明，当与焦虑和不适应担忧的增强

体验相结合时，这种转变对身份的发展构成了风险。关

于亲子关系，在学校过渡后经历了承诺增加的青少年报

告的自主支持显着高于承诺减少的青少年。这些研究结

果表明，父母在刺激青少年身份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在这个过渡阶段，父母似乎是支持和反馈的重要

来源，帮助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建立强烈而稳定的自

我意识。因此，这些结果表明，即使在青春期后期，父

母自主支持在学校过渡期间的身份发展中也具有重要的

保护作用。在学术背景下，处于职业轨迹的青少年更有

可能表现出不太成熟的身份模式。这可能是由于荷兰教

育系统的组织，其中职业轨道的青少年在中学环境中花

费的时间较少，这可能为教育身份发展提供支持和指导。

这些青少年在向高等教育过渡时，认知能力也可能不太

成熟。最后，这些青少年可能会觉得自己的能力和可能

性较低，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处于较低水平的学术轨道。

因此，教育系统可能在迫使青少年更早甚至可能过早地

做出身份承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这些青少年可能

更容易在教育身份发展中遇到困难。

六、结论

青少年必须离开中学并过渡到高等教育，为心理发

展创造机会。我们展示了在整个过渡期间身份发展的变

化和稳定性越来越不适应的模式。大多数青少年能够发

展成熟的自我意识，归类为“增加自我确定性”和“稳

定的自我确定性”类，但大部分青少年难以完成这项

任务，归类为“过渡后不确定性”和“持久不确定性”

类 . 我们还通过描述年龄、学术水平、焦虑和父母自主支

持等不同发展轨迹的有意义特征来补充现有研究。这些

不同的轨迹突出了应用以人为中心的分析方法和长期纵

向数据的重要性，以进一步了解身份发展并确定在这项

任务中挣扎的青少年。研究结果还表明，学校过渡作为

为一大群人安排和预期的规范经验，为干预和预防提供

了潜在的时间和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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