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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生越轨倍受社会关注,已经成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国内外研究者对其进行了大量

的研究。从大学生越轨的定义、行为表现、理论解释和经验性影响因素研究四个方面对已有的研究进行综述,并
对已有研究进行简要评价,发现对大学生越轨的大量研究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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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tudent’saberrationhasarousedtheattentionofthewholesociety,whichhasbe-
comeanimportantresearchareaincollegeeducation.Thedomesticandforeignresearchershaveconduc-
tedthemassiveresearchonit.Thispapersummarizedtheexistingstudiesfromthefollowingfouras-
pects:definitionofcollegestudent’saberration,aberrationbehavior,theoreticalexplanationandempiri-
calresearch.Andtheexistingstudieshavebeenbrieflyappraisedinthispaper.Itisdiscoveredthatthe
existingstudieshaveitsfeaturesaswellassomeinadequ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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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学生越轨概念的界定

越轨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与现行的社会约定俗

成的规范不一致;二是被多数成员给予了否定性评

价[1]。越轨行为具有相对性,而不仅仅是违法违纪

行为[2]。国外学者对于“越轨”这一概念有着不同的

界定,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范畴不同和衡

量越轨与否的标准不同。有些学者只将行为纳入越

轨的范畴,如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波普诺将越轨定

义为违反某个群体或社会的重要规范的行为[3];而
另外一些学者则将思想和行为都纳入越轨的范畴,
如道格拉斯认为越轨是指在一个社会中,被社会成

员认定为违反社会准则或价值观念的任何思想和行

为[4]。上述两者都是以违反社会规范作为判断一种

行为是否为越轨行为的标准,而米切尔在此基础上

另加了一个判断标准———招致社会非难或惩罚。
关于大学生越轨概念的界定,国内学者也提出

了许多不尽相同的观点。杨晖认为大学生行为失范

是大学生的思想和思想支配下的行为丧失了正确的

标准[5]。张宇音认为越轨行为就是与一个群体或社

会的标准行为或社会期待相违背的行为;大学生越

轨主要指与当前社会文化所规定的大学生行为规范

相悖的行为[6]。这一界定指出了越轨是一个相对概

念。蔡楷与庄国波则从经验化的角度对大学生越轨

进行定义,蔡楷认为大学生越轨行为主要是指违反

校规校纪和道德的行为,以及违法犯罪和自杀行为

等非理性行为[7];毕天云和李伟文则将受到否定性

评价作为越轨行为内涵的另一组成部分,认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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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越轨是大学生在学习、生活、交往中产生的违反或

游离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并受到否定性评价的行

为[8-9]。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以下几点:第一,多数研究

者以违反现行规范作为判断大学生越轨的主要标

准;第二,有些研究者将违反多数社会成员的社会期

待,被予以否定性评价作为越轨行为的重要内涵;第
三,多数研究者指出了越轨是一个相对概念,其相对

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相对性;二是群体

的相对性。

  二、大学生越轨的行为表现

大学生越轨行为表现形式多样,研究者采取了

不同的分类方法对大学生越轨行为进行了分类。郑

杭生将社会越轨分为违法行为、违警行为和违规行

为[10]。由于这种以行为所违反的社会规范的种类

不同为尺度的分类方法便于实证研究,被多数研究

者采用。具体到大学生越轨,则将其分为违反道德、
违反校纪校规和违法犯罪这三类越轨行为[11-13]。也

有研究者将其分为违反习俗规范的行为、违反道德

规范的行为、违反校纪校规的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

和违反政治规范的行为[14]。
此外,还有多种其他的分类方法。以越轨主体

人数的多少为分类标准,大学生越轨行为可分为个

体越轨和群体越轨。以越轨的程度不同为分类标

准,大 学 生 越 轨 行 为 可 分 为 轻 微 越 轨 和 严 重 越

轨[14],也有研究者从这一角度出发,将大学生越轨

行为分为不适当行为、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和犯

罪行为。根据越轨行为的功能不同,大学生越轨行

为分为非社会性和反社会性两类,非社会性越轨行

为是指主体对社会规范不适应,但不影响、危害他人

的越轨行为;反社会性越轨行为则是对他人构成现

实或潜在危害的行为[15]。乐国安便是从功能的角

度出发将越轨行为分为创造性越轨行为和破坏性越

轨行为。
概括许多研究者对大学生越轨行为的经验研

究,可知大学生越轨行为呈现以下几个趋势:第一,
大学生越轨行为呈现上升趋势,在人数上,少数到多

数发展,在单个越轨行为上由个体行为向集体行为

发展,表现出纠合性和群体性[12,16];第二,失范类型

多元化,违反道德行为、违反校纪校规行为和违法犯

罪行为一应俱全[5,17];第三,失范性质呈现严重化趋

势,严重趋势行为所占比例上升,危害扩大[5];第四,

大学生越轨行为呈现公开化趋势,大学生被传统观

念赋予的精英身份逐渐丧失,大学生越轨被认为是

正常的事,甚至成为炫耀个性的素材[12]。

  三、解释越轨行为的社会学理论取
向

  对越轨行为原因进行解释的理论主要有三种:
生物学解释、心理学解释和社会学解释 [10]。本文

主要总结越轨的社会学解释,主要有以下几个理论

取向:
第一、社会失范理论。迪尔克姆认为由于社会

结构的变动所导致社会规范不明确、冲突或分散,从
而使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容易导致越轨行为[18]。默

顿(Merton,R.K)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社

会结构可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文化目标;一是达成目

标的手段[10]。文化目标与制度化手段之间存在张

力,这种张力表现为创新、形式主义、隐退主义和反

抗这四种失范状态[19]。失范理论从社会结构的层

次提出了对越轨行为的原因解释,其优点是能有效

解释那些通过制度化手段达成目标的机会有限的社

会个体的越轨行为,不足之处是该理论假定那些完

全具有实现文化目标的手段和能力的社会个体不会

采取越轨行为。
第二、亚文化群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亚文

化群体成员所维护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倾向与主文化

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相抵触、相背离,越轨行为便

得以存在[10,20]。亚文化群体理论是以对群体越轨

的研究为基础的,指出了文化价值对越轨的影响。
但它高估了亚文化的作用,忽略了主文化群体中成

员行为之间的差别。
第三、学习理论。学习理论认为越轨是习得越

轨规范和价值观的结果,社会化过程和社会互动过

程被置于关键地位。越轨行为都是习得的,而且是

通过关系密切的人们之间的面对面互动习得有关越

轨的技巧、情感、价值观、态度、动机以及合理化机制
[20],个体通过模仿而表现出侵犯行为,如果要使侵

犯行为保持下去,奖赏性强化是必要的[21]。学习理

论从人际互动的角度对越轨行为提出了解释,它对

于研究同辈群体、亚文化群体、传媒对人们行为的影

响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它低估了人们对他人

行为进行筛选、鉴别和抵制的能力,而且对模仿发生

的社会条件的重视不够。
第四、标签理论。该理论认为越轨与非越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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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在于前者被人们贴上了“越轨”的标签,这构成

了越轨理论的基本观点[21]。要成为一名职业越轨

者的过程分为三个主要步骤:首先是重要他人对越

轨行为的察觉;其次是给越轨者贴上标签;最后是加

入越轨群体[20]。标签理论从符号互动论的角度阐

述了越轨行为发生和持续的关键因素、越轨的“自我

预言证实”过程,极大丰富了越轨社会学理论。但它

夸大了他人看法对个体的影响,低估了个体自身的

鉴别能力和判断力,也低估了社会结构的作用。
第五、文化冲突论。文化冲突论将越轨的原因

归结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因而宗教、民族、职业、
地域之间的文化差异成为了该理论关注的重点。文

化冲突包括纵向文化冲突和横向文化冲突,认为文

化准则的冲突必然导致行为的冲突[10]。文化冲突

理论从文化冲突的角度提出了越轨的相对性,人们

对于越轨行为的判断是根据该行为是否符合其群体

的文化准则,从这点上看,它与亚文化群体理论有相

似之处。
第六、社会控制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不越轨

的原因在于绝大多数人与主流的社会制度有着紧密

的联结,正是这些联结防止了人们做出越轨行为。
因此,缺乏与主流社会的各种社会和文化制度的联

结成为了越轨的原因[20,22]。社会控制理论主要针

对青少年犯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对防范越轨提供

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充分考虑到了组织因素对越轨

行为的影响。

  四、大学生越轨的经验性因素研究

许多研究者对大学生越轨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

究,分析了大学生越轨的经验性因素。综合来看,已
有研究主要从主体因素和外部因素这两方面来解释

大学生越轨。
研究者主要从大学生的生理、心理、个性特征、

奋斗目标等方面来分析大学生越轨的成因。生理因

素主要指性别,认为不同性别的个体发生越轨行为

的可能性以及越轨行为的类型有所不同[21]。研究

者认为大学生的心理尚未成熟,通过社会生活获得

的经验有限,缺乏调适生理和心理迅速变化的机制,
以及缺乏适应社会环境的能力[11,13,21],因此他们易

于去模仿他人,好奇心强,追求刺激,容易紧张和焦

虑[12]。而个性特征是指个性特征中与某些越轨行

为可能相关的成份,例如情绪容易激动、自制力较

差[21]。庄国波则认为奋斗目标模糊是大学生越轨

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11]。
对大学生越轨的外部原因包括家庭、学校、同辈

群体、社会因素等。家庭是个体的首属群体,被库利

(Cooley)看作是“人类本性的培养所”,对人格的塑

造具有重要作用[23]。研究者认为家庭本身的不良

状态,包括家庭结构本身的特点,如核心家庭、单亲

家庭、家庭关系、家长素质,以及家庭教养方式都可

能对大学生越轨造成影响[21,24]。学校是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对学生施加影响的专门机构,许多研究

者认为学校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管理

方式等都会对学生的越轨产生影响[11,12,21,25]。吴康

宁从文化认同或文化调适的角度出发,认为同辈群

体是学生的一种“永恒的”社会[26],同辈群体的行为

对群体成员有着重要影响。社会因素包括社会政

治、社会经济、意识形态、风俗习惯、大众传媒,总体

上说,社会中出现的规范真空、规范迷乱和规范软化

各种价值评判的互相矛盾与冲突,以及大众传媒的

不当引导都会对大学生越轨产生影响[12,21]。

  五、简要评价

已有的关于大学生越轨的研究呈现出以下特

点:第一、从研究取向上看,主要有两个取向:理论取

向和学生管理与犯罪治理取向,后一取向的研究更

为常见[17];第二、从理论研究上看,越轨社会学的有

关理论发展较为成熟,从多个层面和角度出发对越

轨行为进行了解释,宏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有社会失

范理论、文化冲突理论、社会控制理论、亚文化群体

理论,它们从社会规范、社会文化或群体文化的角度

出发给出了解释,微观层面的理论解释有学习理论、
标签理论,它们从人际互动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解释;
第三、从经验研究上看,关于大学生越轨的经验性影

响因素认识比较一致,都关注大学生的主体因素和

外部因素,都将大学生的心理特点、性别归为主体因

素,将家庭、学校、同辈群体和社会因素归为外部因

素;第四、从研究方法上看,资料收集方法主要有文

献法、访谈法和问卷法等,其中又以文献法为主,这
也致使资料分析方法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较

少。
通过对文献进行综述,本文将已有研究中存在

的不足之处总结如下:
(1)从概念界定上看,“大学生越轨”这一概念界

定不一致,“越轨”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多种不同的

定义,而许多研究者只是简单套用“越轨”的定义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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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大学生越轨;
(2)从研究内容上看,经验性研究并没有挖掘大

学生越轨的深层原因,缺乏深入的理论思考,只说明

了什么因素会影响越轨行为,而没有进一步说明为

什么这些因素会影响越轨行为,也没有挖掘诸种可

能有关的因素之间的有机联系;
(3)从研究者的价值取向上看,成人价值观导向

过浓,缺乏从失范者的视角研究问题,较少关注大学

生自身关于已被定义为越轨行为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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