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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4_BF_E7_AB_A5_E5_c38_59844.htm 在初中时期，少年开始

从幼稚向成熟过渡，为了能够成功地适应成人社会，他们要

学习许多必需的知识和技能。这实际上就是少年社会化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要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就是其社会化

任务的内容。少年的第一项社会化任务是谋求获得独立，即

从他们的父母及其他成人那里获得独立。谋求获得独立之所

以是少年的社会化任务，是由三方面原因导致的。第一，少

年在青春发育期所发生的身体外形、内部机能、性等方面的

急剧变化，使得他们开始更多地关心自己，开始产生“自己

不再是孩子”的感觉。第二，随着少年身心的发展厂他们应

付周围事件的能力大大增强，他们的日常生活几乎不再需要

父母帮助，这种自立能力增强了他们谋求独立的信心。第三

，少年的体格由于身体发育而健壮起来，显得不再像儿童那

么弱小，于是社会要求他们独立的压力也骤然增加，向他们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少年在谋求获得独立的过程中，他们开

始抵抗在儿童时期甘愿执行的那些要求，当成人限制他们的

独立性并把他们当作“小孩”而加以监护、指导，不重视他

们的兴趣、态度和意见时，他们就抱怨，并且提出抗议。此

时少年表现出强烈的自尊心，他们感到自己不能被压制、被

剥夺独立的权利。所以，他们开始扩大自己的权利，并要求

别人尊重他们的个性和尊严，他们要求一定程度上与成人平

等，并且竭力使成人承认这一点。在少年谋求独立的过程中

可能与成人(尤其是父母)产生冲突，其主要原因是成人不善



于或不愿意鼓励初中学生的这种独立的倾向，并使他们获得

和自己平等的新地位。为了减少这种冲突，一方面，父母如

果不是鼓励这种独立的倾向，也应该学会容忍；另一方面，

少年自己应该抛弃儿童期的某些社会行为。 少年的第二项社

会化任务是确定自我，回答“我是谁”这个问题，形成良好

的自我概念。 有几方面的原因使得确定自我成为少年的一项

社会化任务。首先，身体的变化成熟使得他们开始对自己有

了更多的关心，迫使他们开始考虑自我知觉方面的问题。其

次，在初中时期，更高级的思维能力的出现，使得少年对自

己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自我概念的改变；另外，

初中学生独立倾向的增强，同伴关系的日益突出和重要等等

都促进了自我概念的变化。 初中时期作为从幼稚向成熟过渡

的时期，自我概念开始持续不断地发展变化，但是整个发展

过程是稳定而缓慢的，少年的自我概念作为他对自身的认识

，对别人关于自己的看法的认识，它渗透到他们生活的方方

面面。比如，如果少年形成了积极的自我概念，则他们更可

能在社会情境中获得成功，更可能适应初中时期的社会情境

和以后的成人社会，而消极的自我概念则导致少年的失败、

逃避。另外，具有较高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的少年一般有更

高的职业意向，并且选择那些需要领导地位和权力的职业，

而避免辅助性的或受制于人的职业。再者，糟糕的自我概念

可能是促成少年犯罪的主要因素之一，因为对于自我的这种

消极的看法是由于感到被社会抛弃，而消极的自我概念又强

化了这种感觉。父母和其他成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帮助少年培

养和发展积极的、良好的自我概念。少年的第三项社会化任

务是获得性别角色，即根据社会文化对男性、女性的期望而



形成相应的动机、态度、价值感和行为。性别角色的获得实

际上是一种长期的社会化过程。每一个人一出生就由于先天

的性别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对待，之后，在婴幼儿时期，儿童

逐渐对自己的性别形成确认，他们对性别永久性的认识保证

了性别角色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性别角色的获得在初中后

期基本完成，主要是由于此时少年的思维水平达到了一个新

的阶段，形式运算的发展使得他们能够重新思考自己以前获

得的关于性别角色的认识。性别角色作为长期文化历史因素

的积淀，它也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了一些变化。传统上，

大家都认为男性应该是独立的、竞争性的、自信的、控制的

，是环境的主人；而认为女性是有教养义务的、被动的、依

赖的、非攻击性的。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性别角色的

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新的内容，即所谓的中性化的性别角

色。这是指个人同时具有男性的传统性别角色特点和女性的

传统性别角色特点，这样的人既能按传统男性化的方式行动

，也能按传统女性化的方式行动。中性化代表了性别角色的

灵活性和适应性。关于中性化性别角色发展趋势的研究表明

：少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中性化的男性增多，中性化的女性

却下降，她们向着女性性别角色发展。少年社会化的第四项

任务是适应性成熟。少年在青春发育期，伴随着他们第二性

征的出现，他们在性的机能方面也成熟起来，性意识也开始

觉醒。性成熟方面较为显著的变化是初中男生的遗精、女生

的月经；此外，少年开始意识到性的存在，对性产生关注和

好奇；同时少年的性驱力也明显增加，他们感受到了性的兴

奋和冲动。所有这几方面的变化对少年的心理都有很大的影

响。少年要良好地适应遗精、月经，他们就必须对这种变化



有所准备。他们必须掌握有关这方面的科学知识，形成正确

的理解，懂得这是人正常发展中所必然要遇到的变化，同时

也是他们长大成熟的标志。但是，对这些正常生理变化的错

误理解则会导致对少年心理的创伤，甚至使他们走上歧路。

所以为了少年的健康成长，需要帮助他们掌握这方面的知识

，适应这些新的急骤的变化。另一方面，在少年性成熟的同

时，他们的性驱力也在不断增加，即他们要求宣泄自己内部

的性兴奋和性紧张的倾向越来越强。为了应付增加了的性驱

力，少年必须学会与之有关的、为社会所接受的恰当的行为

；否则，不恰当地宣泄性驱力可能会使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比如犯罪心理学的研究就发现，少女性犯罪的初犯高峰年龄

就在月经初潮后一年。，虽然有不少少年男女通过手淫宣泄

了他们的性驱力，并且手淫本身对生理、心理不会造成危害

，不过最好还是通过体育运动等积极的方式。从少年本身来

看，他们也表现出需要接受性教育的愿望。研究表明：大多

数人需要学校进行性教育，他们想从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中获

得更多更好的性知识，他们认为在学习性知识时有机会接触

有知识的教师会有助于他们发展成熟的性观念，并且感到在

教室的气氛中讨论性问题没有与父母讨论时那么窘迫。同时

，他们还表示性教育课程应该教生殖的生理学和妊娠方面的

知识，以及伦理道德和有关的社会问题。同时，研究者还指

出：少年通过性教育课程能获得大量的性知识。少年的第五

项社会化任务是学习适应成人社会。从初中时期开始，个人

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为了成为一个正常的成人，良好地适

应成人社会，少年必须学习许多各种各样的为成人社会所接

受的、为适应成人社会所必需的行为。虽然不要求少年初中



一毕业就成为一个成人，但是，要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

就必须从此时开始学习。少年要学习的一项内容是适应新的

社会情境。随着少年的逐渐长大成熟，他们自身的能力发生

了变化，外界对他们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必须学习新

的社会行为，抛弃儿童期旧有的社会行为，他们需要形成一

套能使自己很好地适应成人世界的社会反应。经历过各种社

会情景的少年可以获得有关的经验，可以比较容易地去应付

新的情境。解决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也是少年为成为成人所要

遇到的。因为一个成人所持有的价值观可能是与社会所要求

的有所不同，甚至可能相悖，但是，作为一个成人，他有能

力保持自己的价值观，并且在按照这一价值约束生活的时候

不会感到有很大的冲突。然而，少年则由于其自我中心性而

无法做到这些，这就需要他们克服自我中心性以适应复杂的

社会。同时，少年还要适应同伴关系的性质的变化。因为进

入成年期以后，青少年时的同伴关系在某些方面会发生变化

，同伴之间会谈到工作、配偶等，所以少年有必要通过父母

提供的这方面的榜样，学习有效的适当的有关行为，以免发

展与正常状况相差甚远的成人同伴关系概念。另外，少年也

需要注意到他们以后的职业选择。这对人一生的发展是很关

键的，因为实际上很多人都是由于青少年时的选择，而终生

从事了某一职业。为了选择一个恰当的职业，少年需要考虑

到自己的智力能力、兴趣甚至性别和社会经济地位。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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