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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群体中个体角色的社会化

章 劲 松

一
、

体育群体的特征

所谓体育群体
,

是指这样一种真实存在的形成物
:

人们聚首
、

联合成这样的形成物
,

是因为

有体育这个共同特征
、

从事各种共同的体育活动
,

或者处在某种相同的条件
、

环境下 (处在他们

生活的真实过程中 )
,

在一定程度上认识 自己隶属于该形成物 (尽管认识过程可能极不一致 )
。

体育群体具有广泛的社会性
,

而其本身又是有严格界限的
。

体育群体有四个特征
:

共同活动性
;

共同评价与归属情感
;
人际沟通与操作互动

;
特有的体育群体的时间持续性

。

在现实生活中并

非所有体育群体都完全具备这四个特征
。

有些体育群体是没有直接关系和社会互动的
,

但其成

员有共同的体育群体意识和共同的归属感
。

二
、

体育群体的
“

施范
”

作用
今

个体社会化主要通过
“

社会教化
”
和

“

个体内化
”

两种基本途径
。

我认为
“

社会教化
”

与
“

个体

内化
”

之间的统一必然存在着中介
,

那就是个体参与群体的活动
。

在体育群体中的个体
,

主要是

通过参与体育群体的活动即体育群体的
“
施范

”

与个体的
“

受范
”

来得以实现的
。

体育群体是怎样将群体意识投射给个体从而影响个体社会化进程的呢 ? 一是能够满足个

体需要
;
二是反映社会意识

,

体现个体的态度和价值观与社会意识的联系
;
三是群体内的交往

互动
。

作为体育群体角色的个人
,

是一种符号化的个体
,

并被赋予了特定的社会地位
、

权利
、

义

务等的行为模式
。

首先
,

作为参与到体育群体中的个体必然是动态地扮演某种角色
,

也就是说

同群体中的其它成员以互动的方式进行协作与交流
,

从而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及其与周围生活

的联系
,

进而也增大了个人从外界获得各种于自己有意义的信息和机会
,

这无疑有助于人的社

会化及人的全面发展
。

其次
,

个体参与群体互动
,

是 以其 已有的价值观和倾向性为基础
;而参

与群体互动必须遵守群体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
,

这就要求个体通过角色扮演将社会规范关

系内化并投射到群体意识中
。

最后
,

角色也是一种权利活动
,

即个体通过这种方式的活动获得

满足某种需要的权利
“

报酬
” 。

个体的角色行为既是满足需要
,

获得权利
“

报酬
”

的过程
,

也是承

担和完成义务的过程
。

个体参与体育群体的活动能够直接克服个体独立于家庭之外
,

步入社会

的焦虑和不安全感
。

据我国一万名青年职工状况的调查表明
,

青年参与体育群体的活动的主要

动机在于社交
,

借助体育文娱活动满足其交往需要者占被调查总数的 62
.

9%
。

①一方面体育群 `

体的活动为个体提供了交往的机会
,

另一方面群体成员中对体育共同行为的倾向和价值观
,

也

① 参见
“
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

”

仲
组编

: `当代中国青年职工状况 》 ,

工人出版社 , 98 5
一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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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使参与群体的个体的内心世界彼此沟通
,

进而有 自己属
“

这一群
”

的感觉和彼此友爱的心理

倾向
,

这既有利于减轻个人孤独感
,

又有利于良好的人际关系的建立
。

在每一个体育群体中的个体
,

由于其社会阅历
、

生活经验
、

价值观等各不相同
,

他们在参与

体育群体的互动中
,

彼此相互影响
,

最终形成一定的群体文化 (群体的同类价值意识 )
,

譬如规

则
、

价值观等
,

它又反过来影响每一 个参与群体活动的人
,

使群体参与者 自觉或不 自觉地受到

群体文化的影响和约束
。

体育群体对人的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

不仅在于它遵循既定的群体文化
,

更为重要的是它创

造了新的群体文化
。

比如我国女子排球队 (
“

五连冠
”

时期 )
,

它作为一个群体
,

虽然在开始结合

时就有一定的组织形式
、

规章制度以及各种训练要求
,

这些群体文化对整合不同价值意识和形

抽同类价值意识无疑是重要的
。

但是仅靠这些既有的群体文化还不够
,

她们还必须在群体参与

中形成新的文化
,

方能产生 自觉的价值意识
。

看过我国女排比赛的人都能感受到
,

她们不仅有

自己的战略
、

战术和竞技风格
,

甚至一个手势
、

一个眼神
,

彼此都能够理解
、

会意
。

这就是她们创

造的独特的群体文化
。

这种群体文化是无数次群体参与过程中个体交往形成的结晶
,

是无数次

群体互动中心理
、

情感交流的升华和经验的总结及概括
。

这种群体文化的本身就包含着共同的

价值意识即同类价值意识
。

正因为她们创造了群体文化及共同的价值意识
,

方能在比赛中互相

配合
,

出奇制胜
。

个体参与体育群体的过程就是个人不断地接受特定社会经验和价值的过程
,

也是个体不

断获得各种新的文化含义的过程
。

在一个新的群体形成之初
,

任何人都希望了解别人
,

也希望

别人了解自己
,

因为群体参与是制订新关系和新规范的过程
。

一开始
,

每个人都是按照自我价
“ 值意识而行动的

,

在群体互动过程中
,

各种角色的反应非常不同
,

可以说是相互矛盾
、

相互冲突

的
。

但是每个人在新的境况下很快就会懂得怎样修正自己的文化规范
,

适应新的群体关系
。

这

就需要用别人的经验价值来补充自我意识
,

因此
,

可以说
,

任何群体参与
、

结合都包含着新文化

的创造和 自我价值意识的整合
,

即修正 自我价值意识
,

形成同类价值意识
。

这也是体育群体能

够不断地将体育文化内化到群体参与的个体中去的本质原因
。

作者工作单位
:

广州人民广播 电台新闻部

1 0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