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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论证参与不同类型社团对大学生

社会化的影响#笔者选择在宁的部分省部属高校

进行了调研#调查形式选用了书面问卷调查和网

络在线问卷调查两种形式( 其中书面问卷调查共

发放问卷 E%% 份#回收有效问卷 A!E 份"共有约

C$%% 名学生参与了网络问卷调查#最终共收回有

效数据 $>!E 份( 两者相加共得到有效数据 CAE%
份#将其中参与社团的 C$$% 份数据作为调研样

本( 笔者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FNFF#C;% 对 C$$% 份

样本进行频数分析及交叉表和单因素方差分析(

一% 大学生参与社团类型的现状

大学生社团类型一般可根据社团活动内容的

性质进行划分( 本文依据.江苏省高校学生社团

管理办法/#将大学生社团类型分为理论学习型

社团%学术科研型社团%兴趣爱好型社团%体育健

身型社团和公益服务型社团五种(
在 C$$% 份有效数据中#大学生参与最多的是

兴趣爱好型社团!占 D#;>]$#各类型的具体比例

如表 # 所示( 由表 # 可以看出#大学生参与社团

类型比例与各类型社团数量分布呈正相关关系#
即社团数量越多#学生参与比例越高#最典型的是

兴趣爱好型社团#其数量最多#约占社团总数的

A%]至 E%]#故参加该社团的学生人数也就最

多( 由表 # 也可以看出性别差异非常明显#男生

参与学术科研型和体育健身型社团的比例明显高

于女生#而女生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的比例较高#
达 DE;E](

表 !"大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社团的分布状况

选"项
男 女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理论学习型 >$ >;A #D$ !;$ $EA !;>
学术科研型 #ED #E;> $!# #$;# A$! #C;C
兴趣爱好型 E$B EC;! #ADE DE;E #>>C D#;>
体育健身型 #%% #%;$ >! A;C #>! D;#
公益服务型 #%! #%;> $A$ #%;B CA> #%;B

""注"总数为 C$$% 人!其中男生 >BC 人!女生 $$C! 人&

二% 大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社团对其社
会化的影响

随着社会就业竞争的日益激烈和社会对人才

素质要求的日益提高#高校越来越重视大学生的

社会化问题#但社会化也应有度的问题#+社会化

的度#通常由社会来确定的#通过教育尺度%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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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组织成员资格等一系列更为直观%具体的标

准体现出来( 社会化的尺度应当是由一定的社会

生活条件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整体状况来确

定的(, &#'对大学生社会化度的问题#在此不做研

究#笔者就大学生参与不同类型社团与其社会化

程度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
关于如何界定大学生社会化问题#理论界存

在颇多分歧#笔者在此次调研中设计的反映大学

生社会化程度的选择项#是从一般意义上对大学

生社会化程度的高低作出界定( 如在角色社会化

部分的选择项+你习惯于别人把你当作成年人对

待吗-,的选择肢+!很不习惯"#比较不习惯"$
一般"%比较习惯"&很习惯,#是按照社会化程

度从低到高来排列的( 此次调研根据参与不同类

型社团的学生所作出选择的异同#进行统计分析#

得出参与不同类型社团学生的社会化程度的差

异性(
'一) 参与理论学习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理论学习型社团的大学

生较为关心时政#对理论学习具有较高的积极性(
其中大学毕业选择工作服从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比

例最高!占 ##;%]$#经卡方检验在总体中呈明显

相关!Nl%;%E$( 其不仅道德认知水平较高#而
且道德参与积极性更高#如对选项+如果在公共

场所发现不文明现象或行为时,#选择+马上制止

或劝阻,的比例最高!占 BE;E]$#经卡方检验在

总体中呈显著相关性!Nl%;%#$( 参与理论学习

型社团对大学生道德参与的影响情况如表 $
所示(

表 #"参与理论学习型社团对大学生道德参与的影响

如果你在公共场所发现不文明现象或行为时#你会怎么做-

马上进

行制止

劝阻一下#
听不听由他

多一事不如

少一事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你加入的社

团 主 要 类

型是

理论学习型 !% $!;D #A! E!;> C! #A;D $EA #%%
学术科研型 #%D $A;B $D$ D#;A E> #C;B A$! #%%
兴趣爱好型 C!! #B;> #C#A DE;> C%$ #E;$ #>>C #%%
体育健身型 AA $$;C #%B EA;B AE $$;B #>! #%%
公益服务型 !% $%;# $$D DA;B EC #E;$ CA> #%%

m$ U$D;CBD
3-UB

NU%;%%#

""注"总数为 C$$% 人&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理论学习型社团大学生的

另一个特点是自我认知较为清晰#对自己的长短

处和未来发展目标较为清楚#对朋友和同学的依

赖性比较低#但自我满意度较低#情绪容易低落(
在+你容易心里烦乱%情绪沮丧或低落吗,选项

上#选择持续如此和经常如此的比例最高 !占
$# $̀]$#经卡方检验呈明显相关性(

'二) 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对大学

生社会化影响显著#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的大学

生政治情感和态度更趋积极#尤其在积极参与各

种理论报告会!占 C%;$]$%很赞同或比较赞同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 !占 BA;!]$%
+建设社会主义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占
BC;>]$上#其比例明显高于参与其他类型社团

的大学生( 经卡方检验在总体中呈显著相关

!Nl%;%#$( 在道德社会化方面#其道德认知水

平较高#道德规范内化也相对较好(
在心理社会化方面#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大

学生的自我认知更加清晰#对自我的长短处和未

来发展目标更加清楚#在+你对自己的未来自我

发展目标,选项上#选择非常明确或较为明确的

比例最高!占 !>;D]$#经卡方检验呈显著相关性

!Nl%;%#$#详细情况如表 C 所示(
在知识技能社会化方面#参与学术科研型社

团大学生的专业理论水平相对较高#专业实践技

能掌握得更好( 在+专业理论水平,和+专业实践

技能,选项上#选择很好和比较好的比例最高#分
别为 C% È]和 $A;A]#经卡方检验呈显著相关

!Nl% %̀#$#如表 A 所示( 由此说明参与学术科

研型社团的大学生学术兴趣较浓#参与学术科研

)%>)



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升其专业理论水平和 专业实践技能(

表 $"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对大学生自我认知的影响

你对未来自我发展的目标

非常明确或

较为明确
未曾考虑

不太明确

或不明确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你加入的社

团 主 要 类

型是

理论学习型 #>! !D;C % %;% D% $C;! $EA #%%
学术科研型 CA% !>;D # %;$ BD $%;# A$! #%%
兴趣爱好型 #AED !C;% E %;C EC$ $D;! #>>C #%%
体育健身型 #AD !A;# $ #;% A> $A;> #>! #%%
公益服务型 $DA !E;D C %;> B$ $C;E CA> #%%

m$ UC$;A$#
3-U#D

NU%;%%>

""注"总数为 C$$% 人&

表 ,"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对大学生知识技能的影响

你的专业理论水平

很差或比较差 一般 很好或比较好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你加入的社

团 主 要 类

型是

理论学习型 $# B;C #E> D$;D !A $>;# $EA #%%
学术科研型 A# >;D $ED D%;% #C% C%;A A$! #%%
兴趣爱好型 #C! D;> #CBA D>;A A!$ $C;! #>>C #%%
体育健身型 $C ##;! #C! D>;E C! #B;B #>! #%%
公益服务型 C# B;> $$! DE;% ># $D;# CA> #%%

m$ UEA;BAB
3-U#D

NU%;%%#

你对本专业实践技能的掌握*

很差或比较差 一般 很好或比较好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你加入的社

团 主 要 类

型是

理论学习型 $! #%;D #DE DE;% D$ $A;A $EA #%%
学术科研型 EC #$;A $EE E>;! ##> $!;> A$! #%%
兴趣爱好型 #E! !;> #A%> !%;! A$! $#;A #>>C #%%
体育健身型 $B #A;$ #$> DE;E A% $%;C #>! #%%
公益服务型 C> ##;$ $#A D#;C >D $!;E CA> #%%

m$ UE>;AB!
3-U#D

NU%;%%%

""注"总数为 C$$% 人&

""在角色社会化方面#参与学术科研型社团的

大学生责任意识最强#对未来的职业发展比较自

信#其中有 !A;E]的学生选择了+总是能够为自

己肩负的责任负责到底,"对+毕业后做一名称职

员工,选项#选择比较有信心的占 B>]#经卡方检

验在总体中呈显著相关!Nl%;%#$( 另外#对+社
团人必须具备团队意识,选项#参与学术科研型

社团的学生选择比较认同和很认同的比例较高#
占 BA;E]#说明由于学术科研活动对学生的团队

合作意识要求更高#参与此类社团的大学生更加

懂得团队合作的重要性#这对大学生未来扮演好

社会角色具有积极意义(

'三) 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

目前#我国高校的兴趣爱好型社团数量较多#
在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
调查发现#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总体上并不显著#仅在+自我满意度,和
+对他人的依赖程度,上有明显影响#参与兴趣爱

好型社团的大学生自我满意度最高#选择对自己

很不满意或比较不满意的比例只有 CA;B]#经卡

方检验在总体中呈显著相关性!见表 E$( 此外#
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的大学生依赖程度最高#选
择对朋友和他人有依赖程度很低或较低的仅有

)#>)



A#;C]#说明大学生参与此类社团#可以满足其归

属需要#促进心理社会化方面的自我认同#但在其

角色社会化方面则起到了反作用#不利于其进行

角色移情#也不利于其主动承担角色义务(

表 W"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对大学生自我满意度的影响

对于现在的你#你很满意吗-

很不满意或

比较不满意
一般

很满意或

比较满意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是否参与兴趣爱

好型社团

是 D>A CA;B >#> AD;# CB% #>;# #>>C #%%

否 E#$ A#;! E#A A#;B $%# #D;A #$$! #%%

m$ UCD;!A!
3-U#D

NU%;%%$

""注"总数为 C$$% 人&

""'四) 参与体育健身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

高校的体育健身型社团相对比较活跃#在提

高大学生身体素质#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方面发

挥着积极作用( 但调查发现#大学生参与体育健

身型社团对其社会化影响并不明显#有时甚至产

生负面影响( 如参与体育健身型社团的大学生不

太关心时政#很少愿意参加理论学习"在道德认知

水平和道德行为能力方面均低于参与其他类型社

团的大学生#其中在面对+在考试中#你的朋友要

作弊请你帮忙时,选项时#选择+设法帮助自己的

朋友,比例最高!占 #A;$]$"对选项+主人不在#
私自翻人东西,#选择经常发生或偶尔发生比例

也是最高!占 #A;B]$#经卡方检验在总体中呈显

著相关性!Nl%;%#$#如表 D 所示(

表 X"参与体育健身型社团对大学生道德行为的影响

主人不在#私自翻人东西

经常发生 偶尔 基本没有 不会发生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你加入的社

团 主 要 类

型是

理论学习型 #$ A;! $% !;> D> $!;$ #EC D%;$
学术科研型 ## $;D C$ !;E #$C $B;B $D# D#;#
兴趣爱好型 CB #;> ##D E;B EB! $>;E #$E$ D$;B
体育健身型 > A;D $% #%;$ D! CA;% #%# E#;C
公益服务型 E #;A $% E;! #%> C#;$ $#E D#;D

m$ U$D;!AE
3-U#$

NU%;%%B

""注"总数为 C$$% 人&

""'五) 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
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对促进

大学生社会化的作用比较明显( 在政治社会化方

面#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大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

明显高于参与其他类型社团的学生"在道德社会

化方面#其道德认知水平和道德行为能力也相对

较高( 如在寝室休息期间#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

的大学生基本没有大声喧哗的占 BE;>]#基本没

有出现+主人不在#私自翻人东西,的占 >$ B̀]#
两者均高于没有参加此类社团的大学生#经卡方

检验在总体中呈显著相关性!Nl%;%#$(
在心理社会化方面#其情绪调节能力较强#不

太容易出现情绪低落#且意志自控能力较强"在
+你容易心里烦乱%情绪沮丧或低落吗-,选项上#
参加公益服务型社团的大学生选择经常如此的仅

占 #%;D]#明显低于没有参加此类社团的大学

生"在知识技能社会化方面#其生活自理能力较

强#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自信心也较强( 参加公益

服务型社团的大学生觉得自己生活自理能力较好

或很好的比例最高#占 !C;>]( 经卡方检验在总

体中呈显著相关性!Nl%;%#$#如表 ! 所示(
在角色社会化方面的作用尤为突出#参与公

益服务型社团的大学生角色认知和角色移情水平

更高#其中认同+进入大学后在家庭中的责任更

大了,的比例最高#占 BE;!]"认同或比较认同把

)$>)



大学生定位为普通劳动者的比例也最高#占
EA À]"在+社会人必须具备团队精神,选项上#
选择不认同或比较不认同的仅占 #;!]#经卡方

检验在总体中均呈显著相关性!Nl%;%#$#如表 B
所示#说明其角色定位和角色预期更符合现代社

会的特征&$' (

表 Y"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对大学生生活技能的影响

相比其他大学生#你觉得你的生活自理能力

很差或比较差 一般 很好或比较好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是否参与公益服

务型社团

是 #$ C;E !> $$;D $EB !C;B CA> #%%

否 #CD A;! >DE CC;D #!!% D#;! $B!# #%%

m$ UDE;%E#
3-U#D

NU%;%%%

""注"总数为 C$$% 人&

表 M"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对大学生角色社会化的影响

进入大学以后#你觉得在你的家庭中你的责任*

变大了 没有变化 变小了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是否参与公益服

务型社团

是 $>> BE;! AE #$;> E #;A CA> #%%

否 $$CE !!;B D%C $#;% CC #;$ $B!# #%%

m$ U$B;$%!
3-UB

NU%;%%#

对于+社会人必须具备团队意识,这一观点#你认同吗-

很不认同或

比较不认同
一般

很认同或

比较认同
合"计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频数 百分比

卡方检验

是否参与公益服

务型社团

是 D #;! $B #C;B $>E BA;E CA> #%%

否 #$# A;$ C!A #C;% $C!D B$;B $B!# #%%

m$ UEC;$C%
3-U#D

NU%;%%%

""注"总数为 C$$% 人&

三% 调研结论与建议

'一) 调研结论
参与理论学习型社团学生的道德认知水平和

道德参与积极性相对较高#但自我满意度较低"参
与学术科研型社团学生的社会化整体水平较高#
自我认知更清晰#专业技能掌握得较好#责任意识

和合作意识较强"参与兴趣爱好型社团学生的自

我满意度较高#但对他人的依赖程度也较高"参与

体育健身型社团学生的意志控制能力较强#但社

会化整体水平最低"参与公益服务型社团学生的

道德行为更好#情绪调节能力更强#角色认知和角

色行为更符合现代社会特征的要求(
当前大学生社团结构和功能存在一定的不均

衡性和不合理性#决定了高校应更加重视理论学

习型%学术科研型和公益服务型社团的建设(

'二) 建议"统筹兼顾!合理规划!改善大学生
社团的结构功能

学生社团所具有的同辈群体性质决定了其对

大学生社会化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同辈群体有

自己的亚文化#这种亚文化提供了新的价值标准

和行为方式#对个体的社会化有重要的影响( 同

辈群体对个人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它的群

体规范和价值往往被个人当作社会化过程中的重

要参照系#从而成为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环境

因素(, &C'大学生社团具有自己的章程%目标和组

织文化等#社团独特的组织文化和价值观将影响

会员的成长( +大学生社团就是通过社团所创造

的独特的亚文化为载体来促进会员间的互动和交

流#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大学生的社会化(, &A'而不

同类型的社团有不同的社团目标%价值取向和行

为方式#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C>)



基于当前大学生社团结构和功能存在不均

衡%不合理的状况#笔者认为应坚持统筹兼顾原

则#根据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学科特点和学生的规

模%层次%具体需求等情况#按照+积极扶持理论

学习型社团#大力发展学术科研型社团#正确引导

兴趣爱好型社团#充分鼓励体育健身型社团#努力

倡导公益服务型社团,的原则#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地规划设置社团的类型%数量和规模#从宏观上

进行合理引导%有效监督和适度控制(
要针对理论学习型社团数量偏少%内容空泛%

经费紧张%学生参与积极性不高的情况#通过党团

组织积极推动#动员学生党员%校院级主要学生干

部牵头组建政治理论社团#安排思想理论课教师%
学生工作部门负责人担任指导教师#单列专项经

费#优先安排活动场地#推荐社团负责人参与党

校%团校学习和对外交流#组织+学生理论学习讲

坛,#鼓励会员参与社会调查%+三下乡,等社会实

践活动#切实发挥理论学习型社团在提升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方面的示范作用&E D' (
要针对学术科研型社团对大学生社会化影响

显著的特点#充分发挥学科%专业优势#大力发展

学术型特色社团#配备高素质专业指导教师#开放

专业实验室#进行科研立项资助#引导会员积极参

与学科竞赛和+挑战杯,等课外科技活动(
要针对参加兴趣爱好型和体育健身型社团对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起不到积极的正面影响的具体

情况#鼓励此类社团在培养会员审美情趣%身体素

质的同时#加强对会员的思想教育#如引导会员冷

静理智地表达爱国情感#遵守活动秩序%体育道

德#组织会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等等(
要针对公益服务型社团在促进大学生道德社

会化方面的显著作用#努力倡导大学生利用所学

专长#深入社会广泛开展志愿服务活动#要与政府

机关%市县共青团%社区组织密切合作#与街道%社
区%中小学校共建+义工,实践基地#通过项目化

运作#变形式化%运动型%临时性的志愿服务为日

常化%务实型%长久性的服务基地建设( 通过合理

规划%改善结构功能#进一步发挥社团在促进大学

生社会化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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