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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校认同是学生对学校价值观等精神文化的认可而产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农业院校学生对本校认同危机的具

体表征主要有：方向感丧失与定位的偏差、对教师权威的怀疑以及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等；影响学校认同的相关因素包

括学生个体、学校内部、学校外部环境；学校应开展心理辅导、增强学术氛围、丰富实践活动、实施典型示范化解学生

对学校的认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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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chool Identification Crisis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YANG Wei，FU Shao-hui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e，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summary of references on university students’ identity crisis，this paper analyszes the typical 
presentation of agricultural universities students’lacking of recognition of their school: loss of self-confidence and being 
puzzled about the future，the suspicion of teachers’ authority as well as lacking interests in the study of their own majors. 
This paper also analyzes related factors of school tripartite identification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dividual students，
schools,the external environment；and brings forward some effective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such as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strengthening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in the university，enriching practical activities，implementing of a 
typical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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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最早由弗洛伊德提出，他把认同看作“是

一个心理过程，是个人向另一个人或团体的价值、规
范与面貌去模仿、内化并形成自己的行为模式的过程，
认同是个体与他人有情感联系的原处形式。”[1] 认同，
就其哲学意义而言，是人的意义感或身份感。人的认
同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即人的自我认同和人的
社会(集体、群体)认同。前者是一种内在性认同，它
是一种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它主要集中于对人
的主体性问题的反思。社会(集体、群体)认同是人在
劳动中形成的、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的特定的价
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本质上接近的态度。简单地
说，个体认同强调的是一个人对自己作为个体的一种
确定，而社会认同则强调个体对自己所处某一社会群
体的归属感，组织认同是个体以组织作为认同的对象，

是社会认同的一种特别的形式。从一定意义上讲，学
校认同更侧重于组织认同。组织认同研究的是特定组
织的成员与组织之间具有一致性倾向的现象(这是由
西方组织理论学者首先提出的概念，他们的研究已经
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国内的文献资料中，直接对
组织认同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不多见，基本研究对象
都是针对企业组织，如学者王彦斌在 2004 年出版的专
著《管理中的组织认同》，对组织认同作了理论方面的
探讨，并运用实证方法对国有企业的组织认同做了一
定的研究[2]。专门针对高校组织的学校认同研究基本
上都停留在学校文化建设这个层面，如石中英的《学
校文化、学校认同与学校发展》[3]，通过分析文化与
认同的关系，认为促进学校认同根本目的在于学校发
展；马爱莲在《认同,学校文化建设的基础和动力》一
文中提出应加强学校认同教育，指出认同是学校文化
建设的动力[4]。另外还有学者针对学校认同危机提出
了具体的举措，如沈鹏在《校友示范：大学生学校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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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新路径》一文中，阐述了校友示范与学校认同的
内在关系，从而得到一条实现学校认同的新路径[5]。
分析学校认同的相关文献，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一领域
的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所欠缺，尤其是结合高校
自身特色的研究很少。笔者拟就农业院校自身特色对
学校认同作进一步分析，以期引起学界对相关研究领
域的重视。 

一、农业院校学生认同危机的表征 

笔者认为，学生对学校认同是指学生在行为与观
念等诸多方面与其所在的学校所具有的理性的契约感
和责任感，非理性的归属感和依赖感，以及在这种心
理基础上表现出来的对学校活动尽心尽力的行为结
果。概言之，是对学校价值观、精神文化的认可从而
产生的自豪感和归属感。 

近几年来高等农业院校的办学条件虽然得到了完
善，然而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影响，农业院校始终面临
招生与就业的巨大压力，在此背景下，农业院校学生
的学校认同感严重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方向感丧失与定位的偏差 

入校时，农科类大学生自信心不足和对社会认识
偏颇，认为涉农专业社会地位不高，发展前途不大；
非农专业学生则盲目选择专业，对未来缺乏规划，学
习迷惘。毕业时，在“市场导向、学校推荐、双向选
择、自主择业”为的就业政策指导下，有相当一部
分毕业生由于自身准备不足，对择业有畏难情绪，
认为就业形式严峻，等待观望，希望依赖社会关系
来安置自己，甚至面对就业压力失去择业的信心[6]。
相当部分农业院校大学生认为自己的就业比其他类
院校毕业生更难，其主要原因是专业不好、自身缺
乏竞争力等。 

2. 对教师权威的怀疑 

农业院校以农科专业为主，引进师资主要都以农
业院校或相近学科的同类院校毕业生为主。由于近几
年高校的大幅度扩招、大部分农业院校由以前单科性
学院朝综合性大学的趋势发展，导致院校师资队伍数
量相对不足[7]。一部分非农专业的教师多是“近亲繁
殖”而来，在教学经验方面相对欠缺，讲课枯燥无味，
内容陈旧老套，在专业上缺少说服力，某些学生于是
开始挑战教师的权威，抱怨教师的学识和教学水平，
不甘愿处于支配、听命的地位，无故旷课，上课睡觉
等等。学生处于被动状态，与任课老师缺乏应有的沟

通，一些冲突无法及时解决，严重影响和谐师生关系
的发展。  

3. 对所学专业缺乏兴趣 

许多高等农业院校实现了整体的改变，逐渐发展
成综合性大学，新增了许多非农专业。但许多学生在
思想上无法转变，认为所学专业并不是本校优势学科，
因而学习积极性低，对于专业的掌握程度不够，更谈
不上了解相应的农业知识。同时，在学习中，对许多
仍然具有现实合理性的观点和原理，缺乏运用新视角、
新方法进行说服力强的表达，缺乏运用新技术、新方
法进行鞭辟入里的论证，养成单凭机械记忆来应付考
试的学习模式，从而对所学专业失去了兴趣，无法开
拓、创新地研究新问题、新情况。 

二、学校认同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 

1. 个体因素 

青年大学生在身份上拥有优越感，但心理成熟水
平、社会经验的积累和道德判断能力均处于相对较低
的水平，再加上独特的生理因素和生活环境，在面临
学习、就业、社交等方面的压力时，常常会处于一种
优越与自卑、成功与失落、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
农业院校学生出现认同危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学生
自我意识中存在主观我和客观我的矛盾。主观我是个
体对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客观我是客观而真实的自我
存在。主观我和客观我会不一致，二者不一致可能导
致自我膨胀，也可能导致过度自卑。在自我评价中由
于自我认识不足，会产生“自我拒绝”的态度[8]。如
果个体对自我的发展没有做过思索，对未来没有规划，
只是消极地度过时光，他的自我统一性就会长期处于
扩散状态。当代大学生对自我、对未来都是充满希望
的，对主观我的期望值较高，主观我与现实生活的要
求不能统一时，容易产生内心孤独，行为偏激等冲突和
矛盾，从而由自我认同危机上升到对学校认同的缺失。  

2. 农业院校内部影响因素 

(1) 农业院校内部资源。一是高校提供给学校成
员物质性资源，如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学校的人文
景观以及学习和生活的硬件设备。大多农业院校有着
悠久的办学历史，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学习环境相对
封闭，教学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面。二是高校能够提供
给个体的无形资源。这里所指的是能为个体发展机会
的良好教学资源（涉农专业和非农专业）、科技研究以
及学校可以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组织声望等。农业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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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新增设的非农专业，各方面积累不够，历史积淀
不深厚，在专业设置上与老牌综合大学“同构化”现
象严重，造成部分专业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位
置，地位不高，从而使得本校大学生对于专业及学校
认同度不高。因此农业院校就应确定自己的办学定位，
结合自身的特色，遵循高等教育规律和知识生产的规
律实现农业院校的社会责任和功能[9]。 

(2) 校园群体内部师生关系。高校是学术组织，
而组织是由人构成的，组织中的人必然会与其他的组
织成员发生种种关系，这些关系的好坏与否会影响到
人们对所在组织的认同。有研究者从组织氛围的视角
对组织认同进行过探索，发现组织沟通氛围显著地影
响组织认同。在高校中，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是教学组
织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师生良好的关系是他们之
间在交往中“相信而敢于委托”的感知，任何一方都
知道自己在交往中不会受到主方的伤害，自身的利益
不会受损失，从而实现彼此的认同，加强合作。另外融
洽的师生关系能使学生逐渐了解他人与自我的关系，形
成自我观念，也使他们通过教师的指导对社会产生正确
的认识。 

(3) 校园文化。对于高校组织成员来说，如果他
所在的学校能够使他产生一种内心眷恋的认同感受，
那么这个学校肯定是一个在文化和发展目标上与成员
个体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的组织。文化因素对学
生认同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如校园文化对学生个体就
会产生个体态度和个体行为两个方面的影响。由于农
科专业的特殊性，农业院校一般处在地处偏远的郊区，
在一定程度上阻隔了与外界的联系，造成校园文化建
设的相对封闭和狭隘。同时农业院校作为单学科学院
发展时间较长，与综合性大学相比，缺少浓厚的文化
底蕴，短时间内不能从外界吸取深厚的文化理念来弥
补先天的缺陷，校园文化建设难有突破。即使有些学
校从形式上学习了其他高校的发展思路，然而雷同多
特色少，文化建设并不乐观。 

3. 环境影响因素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转型期，传统弱化，
日常生活被重构，个体也难免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
中犹豫不定，在变化的场景中艰难地承诺与确认。转
型时期的社会剧变，必然带来急剧的冲击和震撼，思
想观念、道德标准大冲撞，导致大学生的认知失调、
情感冲突加剧。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竞争和利
益导向为主要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代，农

业院校与其他一般院校相比，弱质性明显，在以其势
必对大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从而产生价值评价及选
择的迷茫和困顿。 

三、化解学校认同危机的方法与途径 

高等农业院校担负着为农业和农村现代化提供人
才和智力支持的双重使命。要加强学生对学校的认同，
首先应从思想上启发和引导，同时还应在实践中贯彻
实施。它需要学校管理者的睿智和胆识，浓郁的学术
氛围熏陶，教职工的感召，学生自我的共识与践行，
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 加强思想道德教育 

大力弘扬社会核心价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
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成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农业院校学生的认同
危机从根本上就是人生观、价值观的危机。因此要从
思想深处为解决认同危机提供理论基础。 

2. 开展心理辅导 

大学生由于受自身和外部的影响而缺乏认同感，
心理失衡，学校可以有针对性地开设心理讲堂、心理
咨询室、网上心理咨询等。通过这样的途径，更好地
了解学生心理问题的根源，有效地进行启发引导。使
他们转变自己的认识，把消极心理减少到最低程度，
使他们保持良好的心态和正确的行为方式。此外，农
业院校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让学生自行组织一些普
及心理健康的活动，从而提高大家的心理素质和应付
挫折的能力。 

3. 加强学术氛围 

依据文化凝聚原理，建设优良的组织和组织文化
来凝聚员工，才会事半功倍，组织凝聚力强，才能吸
引人才和留住人才。造就农业院校优质人才除了一定
的硬件外，也需进一步创造学术自由的校园文化氛围，
浓厚的学术自由氛围是改善群体心理素质的十分重要
的条件。 

(1) 物质层面学术氛围。物质环境是影响学术主
体的基本条件。农业院校有独特的地理环境，校园的
布局应该是具有学校特色的、深厚文化涵义的人文景
观，是为师生开展校史、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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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场所，让学生随时随地受到感染和熏陶。同时，
能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成员的观念和行为，使他们具
有向心力，从而凝聚对校园的热爱和自豪。 

 (2) 精神层面的学术氛围。精神层面相对于物质
层面而言，主要指大学的学术传统、学术责任、教风
和学风等。而创建和谐学术文化是加强学术氛围的核
心。和谐学术文化需要不同观点的交流和碰撞，彼此
吸引，互相取长补短。如师师之间、师生之间可以进
行团队学习，加强交流共同进步；加强各院系这间的
学术交流。学校还可以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交流活动，
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进修、访问，提高整体学术水平。 

4. 丰富实践活动 

对于任何一所高校来说，深入开展社会实践，积
极参与社会，主动适应社会，是大学生认识社会，走
向社会的重要环节，同时也能改变一些狭隘认识。高
等农业院校的专业性相对较强，工作及生活环境比较
封闭，“开放式的社会实践”对于农业院校尤为重要。
建立大学生实践保障体系，探索实践的长效机制，引
导学生到农村中去，使大学生在实践活动中受教育，
长见识，提高社会化程度。农业高校是培养农业需要
的人才、研究农业科学、满足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需
要，那么就不能轻农脱农，要围绕农业经济发展需要
来进行定位。如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深入农村实地考
察，进行调研，体验农民生活，还有的深入林区考察
森林状况。学生们通过丰富的活动，能深刻认识到一
些社会问题，激发他们的理性思考，对各专业的学习
和今后领域的工作产生积极、向上的影响。 

5. 实施典型示范 

典型示范是维护学校基本价值、弘扬学校精神的
重要力量。学校的典型人物对外代表学校的形象，对
内提供了角色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它可以鼓

舞学校成员的热情，并内化成一种前进的动力。学校
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宣传典型人或事[5]。1）发挥网络优
势，宣传榜样。学校组建一些校友会网站，建立宣传、
联络校友的天地。如湖南农业大学建立对外联络处的
网站，积极联络董事单位和校友，为学校发展献计出
力；充分发挥高校优势，为董事单位和校友服务。2）
建立纪念性标志物，如学校道路、建筑物可用学校典
型人物的名字命名，在校园内的人文景观树立杰出校
友塑像。3）开展报告会，演讲会，加强优秀校友与学
生直接交流。通过这些直接互动，让学生感受到作为
学校一员的自豪感，强化学校价值观、学校精神的作
用，潜移默化中激发了学生对学校的认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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