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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视角下高校学生群体内的“污名化” 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栾  滕 胡  航

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 济南 250353

【摘  要】:高校学生需要通过大学阶段的学习和实践，提升其适应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将

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社会发展、具有独立能力的社会人。当部分高校学生因其与主流群体不符的特征、行为而背负“污名”

时 ,便会对其本身的个人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本研究通过挖掘高校学生“污名化”的过程，探究其对于青年社会化

的负面影响，包括自我认知偏差、交互过程的低参与与高抵触、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与高偏差，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归因

与反击、群体融入等应对措施，从而帮助“污名”学生摆脱“污名”，顺利完成其社会化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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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大学是青年学生通往社会的桥梁，是从校园进入到

社会、从一名在校学生向社会人转变的重要时期。对于

个体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社会化作为社会学

的概念主要是指个体在和社会进行交互的过程中，不断

学习和内化社会文化、社会制度、行为规范等，使个体

可以适应其对应的社会角色、履行社会职责，将社会规

范内化，从而由一个自然人转换为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

个体逐渐成长为一个适应环境和角色、具有一定知识和

能力、能够承担社会职责的社会人（钟玲会，2010）。

大学生的社会化是指大学生通过在大学的学习和实践，

提升其适应能力，形成良好的心理素质 ,增强社会交往

能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适应社会发展、具有独立能力

的社会人。

污名化的概念最早由戈夫曼于 1963年提出，是指个

体所具有的不被主流文化接受的、特殊的、有缺陷的、

耻辱的特征，这些特征使得这部分人群从完美的人变成

了一个有“污点”的人（Goffman,1963）。其他人通常

会用这些负面的特征来看待、定义这个个人或群体，这

正如一种完全消极的刻板印象，给予个体或群体贬低性、

侮辱性的标签（张宝山 ,俞国良，2007）。污名化会对

个体的成长和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被污名的一方

面会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导致一些疾病的产生，另一

方面还会影响到个体的社会交互、人际交往，进而导致

或加剧贫穷、丧失就业机会等诸多消极的后果（岳童，

王晓刚，黄希庭，2012）。

以往的研究多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于导

致污名化的个体特征方面，例如种族、疾病、残疾、性

取向等问题是如何导致污名化的。例如公众对于一些职

业类型或职业构成在实体、道德或情感方面形成的刻板

印象（蒋昀洁，李璐，黄庆，2020）。其次在于主流文

化群体如何消极对待被污名的群体，国内对于被污名群

体的研究整体较多、从自媒体时代下的女性污名、性少

数群体污名到疾病污名，着重研究了主流文化群体对于

污名群体的定义及其消极的应对态度。最后则是在于如

何消除主流群体对于被污名个人或群体的策略。张明、

穆妍等学者则着重从污名化对个体人际互动的影响展开

研究，提出了归因、替代性努力、提高群体认同、接触

干预四点解决群体污名化的措施。现在国内外对于污名

化的研究逐渐丰富，开始从各个角度考察污名化的过程，

但是对于高校学生群体内部的个体学生污名化现象的研

究较少。污名化对青年学生社会化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

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高校个体学生污名化的调研，研

究高校学生污名化对其社会化的影响，探索辅导员、班

主任介入污名化策略，帮助学生扭转污名化，恢复社会

化进程的相关措施。

2 高校学生“污名化”的形成原因
在大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学校、朋辈群体、社会

环境等多方面都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重要因素。而在大

学期间 ,与个体学生接触最多、人机交互机会最多的便

是朋辈群体及各位负责老师。当个体学生因其价值体系

的不成熟而做出于主流价值观相悖的行为、或者其自身

存在的特征与主流文化群体不符时，便很容易被身边的

同学贴上负面标签。进而使得被贴负面标签的个人从“我

们”这一共同体中慢慢被剥离出来，遭受到一定的区别

对待和疏远。这种区别对待和疏远则会使得被贴标签的

学生在群体中的地位丧失，从而引发被贴标签学生的焦

虑，使其对于社交行为产生畏惧，社会交互减少。交互

的减少又会减少双方的理解，拉大彼此的距离。

从而使得这种负面标签被强化，负面标签在一定范

围内扩散，最终导致公众污名化的形成。

高校学生群体一直以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接班人等

积极正面的形象为群体标签，从而被社会默认为“无污

名化”群体。而大学作为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阶段，学校、

朋辈群体、社会环境等多方面都是影响个人社会化的重

要因素。当个体学生因其价值体系的不成熟而做出于主

流价值观相悖的行为即越轨行为，或者其自身存在的特

征与主流文化群体不符时 ,便很容易被身边的同学贴上

负面标签。但是一旦这种偶然性的越轨行为被贴上标签，

加上学生自身没有相对成熟的处理手段，便很容易使此

次越轨行为固化为该学生的污名，更有部分学生会因自

身特征而背负污名化。例如卫生习惯不佳、肥胖、疾病等。

这种行为进而使得被贴负面标签的个人从“我们”这一

共同体中慢慢被剥离出来，遭受到一定的区别对待和疏

远。这种区别对待和疏远则会使得被贴标签的学生在群

体中的地位丧失，从而引发被贴标签学生的焦虑，使其

对于社交行为产生畏惧，社会交互减少。交互的减少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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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少双方的理解，拉大彼此的距离，从而使得这种负

面标签被强化 ,负面标签在一定范围内扩散，最终导致

公众污名化的形成。

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重要群体，其社会化是指通过大

学教育、社会实践和社会交往，接受社会文化和规范，

使自己逐步适应社会生活并形成独特自我发展和完善的

过程。大学正是青年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树立

的重要阶段，也是其学习社会规范，熟悉社会角色，完

成社会化的重要阶段。而被污名化的学生会因其受到主

流群体的排斥或者疏远。而导致个体学生本身的社会化

过程变得缓慢甚至停滞。被污名的经历会影响到个体学

生对于自我的认知和评价，使其变得消极与自卑，更容

易产生自卑的情绪，会排斥与主流群体的融入，甚至产

生敌视的行为，并且会对未来产生消极的预期 ,在人际

交往或学习过程中会担忧再次背负污名，从而产生退缩

行为，甚至对于人际交往、社会化做出敌视行为。而其

自身也会伴随着高度的焦虑和社交压力，在学习方面的

低学习欲望，党团与班级建设方面低融合度，心理健康

方面的自我贬损，低自尊心，甚至会影响到学生的身体

健康。这些都是不利于高校学生的社会化的。使其难以

在大学的场域中学习专业知识、人际交互能力、合作与

沟通能力等等，容易使被污名学生在将来承担相应的社

会角色和社会责任时产生退缩和不适，社会化程度不足，

从而无法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难以在社会中获取相应

的资源和地位，这也与高校立德树人的原则相悖。

3 “污名化”的负面影响

3.1自我认知偏差

污名化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来自于被“污名”的

个人会因其与主流群体、主流文化的不同不合而受到直

接的拒绝 ,从而产生的自卑、焦虑等心理压力。更是会

因为长期被主流群体排斥而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即自我

认知偏差。自我概念来自于自我认知，也收到他人反馈，

经验教训等方面的影响 ,当被“污名”的个人长期无法

得到与其自身相符的社会评价时，他对于自我的认知会

发生偏差，自己的意志被长期的负面反馈所动摇，从而

产生消极的自我概念，而这种消极的自我概念又会导致

被“污名”个人的不健康心理状态，会直接地表现为被“污

名”个人的低自尊，当周围人群谈论一些带有歧视性的

事物时，被“污名”的个人总会下意识将该事务与自己

相链接，从而对自己所背负的“污名”或者与主流文化

不相符的特征感到羞耻，而长期的自我认知偏差和消极

的自我概念，会导致被“污名”的个人将这种不健康的

社会交互方式正常化，这也是被“污名”个人为了降低

在于主流群体交互过程中的不适感采取的一种逃避策略，

让自己习惯这种交互方式，认为自己就应该受到这种不

公的待遇，从而保持心理平衡，而这种所谓“正常化”

在社会交互过程中则表现为“逆来顺受”“忍气吞声”

这种不健康的方式，从而不利于被“污名”高校学生的

社会化，使其对于自身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等方面的认

知产生偏差。

3.2交互过程的低参与与高抵触

由于被“污名”的高校学生经常会因其“污名”或

“标签”而被人拒绝，从而致使其自身会产生对于被拒

绝的内在期待。当高校学生有过被污名的经历，会使得

他们更容易产生对于未来事物的消极预判，即在某些情

境之下，这些学生总会下意识的将消极事件与自身相链

接，预感自己将会是在此次事件中被污名的对象，其他

人会议歧视的态度对待自己 ,使得其在没有歧视的情况

下，仍然会产生被歧视的判断，从而导致其在社会交互

的过程中，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尽可能的减少参与，

对于参与某些被“污名”类似情况的事情表现出高抵触，

对于歧视保持高度的警觉性，反而使其自身的压力与焦

虑增加。而在高校学生社会化的过程中，参与人际互动，

通过与他人的交互习得社会规范，适应社会角色，总结

出自己优势的行为规范是极为重要的一点，而被“污名”

的经历，使得高校学生在社会交互的过程中表现出低参

与度与高抵触，而必要的社会交互经历则会对其个人产

生严重的心理压力，使其产生焦虑、抑郁、易怒等情绪，

长期的负面情绪累积使其更容易进行自我贬损，无法将

其应承担的社会角色，应履行的社会职责内化，从而导

致其社会化的不足，无法顺利地从高校步向社会。     

3.3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与高偏差

污名化会导致被“污名”个体在社会交互过程中的

退缩行为，甚至对于社会交互表现出敌意，表现在高校

学生中则是在于同学、老师交流交往过程中的躲避，不

愿参与小组活动、讨厌宿舍生活等。被“污名”的经历

导致个体的自我效能感大大降低，个体无法对自己是否

有能力完成某一项事情进行判断，或者对于自己的能力

有着消极的判断，从而在面对很多自己可以完成或者可

以参与的事情，总是采取逃避的策略，这也使得个体社

会化能力的低习得度。在高校中，这种情况则表现的更

加具体，比如因身材不好而受到嘲笑的学生，在需要表

现自己的活动或事情中，总是会表现出非常强的抗拒，

甚至对于这类活动表现出敌意，以攻击这类事情毫无意

义、费时费力等方式避免自己参与到该类活动之中，而

一旦参与到这种活动之中，被“污名”的学生与其他主

流文化群体的学生在交互过程中，感受到歧视或者其他

不良情绪，会进一步加重其对于“污名”的认知，并认

为“污名”是无法避免且难以改变的，这也使得被“污名”

的个人会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敏感和过高

的心理压力，让其与主流群体的交互过程变得更加不舒

服，从而在下一次的社会交互过程中表现出更加强烈的

抵触与逃避，这也使得污名化更加根深蒂固，被“污名”

的个人陷入这种负面循环。这也导致了被“污名”个人

的消极预期，并且在社会交互过程中更容易察觉到拒绝

与歧视，进而以逃避或者敌视的方式进行反馈这也导致

了其社会化能力的低习得度，高校学生如果长期承受“污

名”的影响，难以顺利完成其社会化进程，更有甚者，

其会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认作是普遍的、应得的，从

而不采取措施主动追求主流群体的接纳，导致其对于社

会认知的高度偏差。

4 高校学生“污名化”的应对策略

4.1个人应对策略及心态调整

（1）合理的归因及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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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校学生初次遭遇歧视、被“污名”、被“贴标签”

等行为时，应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充分的分析，是由于

自己某些行为的越轨或者是自身特征与主流社会群体不

同，亦或者是单纯的来自于主流群体的歧视。面对不同

的原因应采取相应的措施，如果是在于自身行为越轨，

应及时反思自身，并对于行为本身进行澄清，以开诚布

公的态度应对应越轨行为而带来的不良名声，从而减少

“污名”在主流群体的传播以及影响。而如果是因自身

特征等先天性因素所导致的“污名”，而此种歧视是由

于与主流群体所不同的，可以采取归因策略，将负面影

响产生的原因归结为他人不理解不接受所带来的的歧视，

而非自身特征，从而较少负面影响，保护自尊，保持心

理平衡。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只是短时

间内可以达到对于心理健康的保护，对于这种类型的“污

名”，作为被“污名”的个人或群体，更应该做到据理

力争，不屈服与公然的社会歧视，直视隐形的歧视行为，

通过与未处于“污名”的主流群体比较竞争，从而消除“污

名”带来的负面影响。

（2）群体融入

此处的群体分为两种，一种为与“污名”个体有着

相似经历或者相似特征的群体，被“污名”的个体可以

寻求该类群体的帮助，通过群体内部的情报提供，情感

分享等方式获取该群体的支持，从而提升群体归属感，

以群体的形式应对“污名”，提升自我效能感，从而推

动社会化的进程。另一种则是其他主流群体，采取融入

的策略可以让群体内部的人更好的了解“污名”的特征

及不良影响，从而获取到主流群体的认同，在群体内部

的交流与互动也可以增加被“污名”个体的社会交互度，

使其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社会角色以及相应的社会规

范。

4.2基于辅导员视角的应对策略

高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力军，学生

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关注学生

心理健康，帮助学生顺利完成社会化的过程义不容辞。

在应对高校学生“污名化”的问题上，首先应该做到观

察每一个学生、关照每一个学生，通过学生干部、党员

等学生骨干，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状态，发现“污名化”

事件及时介入，避免事情的进一步恶化。其次，在处理“污

名化”事件时应当充分了解事情原由，具体分析“污名”

发生的原因。如果是因为个体学生的越轨行为导致的“污

名”，应做好越轨行为学生的思想工作，让其认识到越

轨行为的不良后果，带领其在平和的氛围下与其他事件

参与者和谈，促进事件的和平解决，并且做好其他人的

工作，避免事件影响的进一步传播从而对个体学生造成

不良影响。而对于因个体学生自身特征与主流群体不符

导致的歧视例如不同地域、不同身材等，应充分保护好

被“歧视”学生，引导其他学生换位思考，学会同理与

共情，如果无法消除隐形“歧视”，应采取调宿等方式，

避免被“污名”学生与其他学生的过度直接接触。

在事件处理的同时，辅导员应考察学生的社会支持

体系是否完善，是否存在缺失。社会支持体系是一个学

生顺利成长的关键所在，也是保证其社会化顺利进行的

依据，辅导员可以通过与被“污名化”学生家长、任课

教师、朋辈群体的沟通交流，制定具体措施，保证学生

能够获得足够的支持，从而安心无虑的进行大学的学习

生活，顺利完成社会化过程 ,从高校步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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