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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有哪些因素在影响我们，以及我们最终
如何成为了现在的自己等问题产生过疑问，进行过思考。
的确，个体的生命历程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的历程，在此期间各种社会因素都将对个体产生影响。
社会化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都关心的课题。
然而，尽管我们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大量的心理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但却很少有人非常全面和系
统地来分析和解读这一问题。
本书的作者卢勤是我的学生，她在读研究生期间就表现出了很强的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尤其是对心理
健康与人格发展等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
其后她在这些领域不断探索与研究，丰富了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完成了《个体成长与社会化》这一论
著。
当她邀我为她的论著作序时，我欣然接受。
该书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人成长的心理历程、内容、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解读，对影响
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如原生家庭、学校教育、亲密关系、职业、大众传媒、环境和文化、重大个
人事件与社会事件等逐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述。
书中既有她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相关领域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翔实，具有相当的学术
水平。
同时，作者保持了轻松、生动的写作风格，使得该书的内容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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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从心理学的视角对个人成长的心理历程、内容、相关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和解读，对影响
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如原生家庭、学校教育、亲密关系、职业、大众传媒、环境和文化、重大个
人事件与社会事件等逐一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论述。
书中既有她多年来的学术研究成果，也有相关领域大量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翔实，具有相当的学术
水平。
同时，作者保持了轻松、生动的写作风格，使得该书的内容深入浅出、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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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卢勤，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学士，北京大学基础心理学硕士。
现任成都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和督导师。
接受过中德心理治疗、中美创伤治疗等多个高端培训项目的连续培训。
担任四川省心理学会应用心理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成都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成都市妇
联家庭教育专家，四川省灾后重建心理组专家。
多次获得四川省心理学会、中国心理卫生学会先进个人称号。
 
    主要从事人格与心理健康相关领域的研究工作。
担任主编、副主编出版相关专著、教材5本；发表相关科研论文30篇：获成都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奖
、四川省教育厅高校学术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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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个体到18岁时就在法律意义上成年了。
18岁之前，个体的依恋对象更多的是父母和教师；到青春期之后，个体开始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
到具有亲密关系的同伴身上。
个体成长历程中人际交往的一大特点就是人际关系从家庭成员向同伴的转移。
18岁之后的个体仍然常常提到父母是他们的安全港湾，他们与父母分开时仍然感到苦恼，但其依恋的
对象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地由同伴承担，其中一些个体会渐渐将同伴（主要是亲密关系同伴）当作他们
首要的依恋对象。
随着个体的成长，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
个体会参与到各种人际大圈或者小圈之中，与志趣相投、地域接近或者职业身份相近的人结成同伴关
系，形成同伴交往群体，如羽毛球爱好者俱乐部、老乡会、律师协会等。
同时，异性间会发展出更亲密的恋爱关系。
同伴交往在成年后的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
个体在成年早期交往的亲密程度逐渐增强，这种趋势普遍存在于单身的人群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到了工作和适婚年龄阶段，个体的同伴交往时间和范围会出现减少的状况。
以大学生为例，研究发现，大学毕业之后，个体用在同伴交往上的时间明显减少。
特别是与同性朋友的交往在毕业以后明显减少了，但与异性，主要是指恋人在一起的时间却增加了。
这一特点在男性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大学毕业之后，个体的交往多发生在更深层次、更相互依赖的人际之间。
而婚后，特别是有了孩子后，个体由于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责任和日常生活的繁琐问题，客观上少了
许多用于同伴交往的时间和精力，同伴交往的密切程度降低。
在成年中后期，个体的同伴关系变得比较复杂。
个体在工作中与同事和领导要保持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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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一直觉得自己的成长还是相对顺利的。
高考的良好发挥，民主的家庭氛围，使我在报考志愿上有了相当大的选择空间，但我却没有太多的犹
豫就选择了师范院校。
后来，我常常思考是哪些因素促成了我当初的选择呢？
特别是在后来漫长的教学生涯中，面对无数次“诱惑”我也有过动摇，但最终都是毫无例外地选择了
“留下”，选择了“教书育人”。
我为何会做这样的选择？
如今，当我总是心情愉悦地走进教室，当我总是饶有兴趣地开展研究时，答案已经渐渐清晰——在这
些貌似“自由”的选择中，无不隐含着来自家庭、学校、文化、重大生活事件等因素的巨大影响。
探究个体的社会化历程、揭示影响个体社会化的种种因素是一件有趣且有意义的工作。
多年来我一直在为之努力，并最终促成了这一本论著的完成。
希望借此与同道分享，也希望本书能为那些正在进行自我探索的朋友们提供一点帮助。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导师苏彦捷教授，她在本书大纲的拟定和写作内容的选择上给了我许多宝贵的建议
；感谢成都大学心理中心全体同仁，在本书的写作期间，他们不仅给予了我工作上的极大的支持，还
为本书的写作献计献策；感谢我的大学同学，重庆师范大学的张潜副教授，逐章通读本书后给出细致
的修改意见；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四川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他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使得本书的
出版质量得以显著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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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个人成长与社会化》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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