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Ｍａｙ ２０２５
第 ４２ 卷第 ３ 期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ꎬＮｏ.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５－０３－１４
　 　 基金项目:山东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新媒体背景下中小学校园欺凌预防及干预机制构建研究”(ＺＺ２０１９０３２)ꎻ山
东省社科规划一般项目“道德脱离理论视域下中学校园暴力及横向干预研究”(１８ＣＹＪ０３ )
　 　 作者简介:孟维杰(１９７３— )ꎬ男ꎬ黑龙江龙江人ꎬ哲学博士ꎬ鲁东大学教育学院教授ꎻ范琳琳(１９９３— )ꎬ女ꎬ山东烟台

人ꎬ教育学博士ꎬ山东工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ꎮ

　 　 Ｄｏｉ:１０.２００６３ / ｊ.ｃｎｋｉ.ＣＮ３７－１４５２ / Ｃ.２０２５.０３.００６

街角诱惑:场域理论视野下校园
“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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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校园“新街角青年”是处于普通学生向“街角青年”转化阶段的一个边缘弱势群体ꎬ其反社会意识

相对薄弱ꎬ若不及时对其不良行为加以矫正ꎬ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ꎬ不仅阻碍其自身发展ꎬ也会反作用于

校园文化氛围ꎬ严重者会走向违法犯罪道路ꎮ 目前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场域存在街角崇拜下的横向场

域流动、学业不良下的资本失衡、学校规训下的对抗性惯习等问题ꎮ 可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赋能文化资本、
破除不良惯习等方面为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出路提出应对策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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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街角青年”是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化程

度不足而产生的一个边缘弱势群体[１]ꎮ “新街角

青年”主要由学生和职业青年组成ꎬ他们中的大

部分人还受到家人的教育、保护和监督ꎬ虽并未完

全脱离主流社会ꎬ但所受的社会化教育程度不足ꎬ
因此ꎬ相对于主流青少年而言是边缘青少年ꎬ相对

于强势青年群体而言是弱势青少年ꎮ 本文的研究

对象为“新街角青年”中的在校生ꎬ即校园“新街

角青年”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是由于社会联结薄

弱ꎬ受“街角文化”影响而向“街角青年”寻求庇护

的在校学生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目前还是在校

生ꎬ其反社会意识相对薄弱ꎬ若不及时对其不良行

为加以矫正ꎬ仍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ꎬ不仅阻碍

其自身发展ꎬ也会反作用于校园文化氛围ꎬ严重者

会走向违法犯罪道路ꎮ
以往研究提到ꎬ很多问题学生在“街角文化”

的影响下ꎬ成为“街角青年”的“后备军” [２]ꎬ但未对

这一群体进行深入研究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郭
娟在社会互动理论的视角下ꎬ明确提及了“街头少

年”与在校学生的互动ꎬ也就是本研究中的校园

“新街角青年” [３]ꎮ 符平则首次提出“新街角青年”
的概念ꎬ并且较为系统地从亚文化、差异交往理论、

社会控制理论以及心理压力等角度对“新街角青

年”的形成原因进行概括[４]ꎮ 综上ꎬ以往研究并没

有将校园“新街角青年”作为一个单独的群体进行

讨论ꎬ往往将其与“街角青年”混为一谈ꎬ缺乏对校

园“新街角青年”生存状态的系统的针对性研究ꎮ
因此ꎬ本研究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ꎬ将微观个体层

面与宏观社会层面相结合ꎬ以理解“新街角青年”
生存状态ꎬ并系统分析校园“新街角青年”所处场

域中的资本与惯习ꎬ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干预

措施ꎮ

　 　 一、场域理论与校园“新街角青年”

场域理论是社会学家布迪厄的重要理论成果ꎬ
该理论包含场域、资本以及惯习三个理论要素ꎮ 布

迪厄认为ꎬ场域是经过客观限定的位置间客观关系

的网络或形构[５]１３３ꎮ 布迪厄通过个体之间的互动来

确定场域的界限ꎬ由此提出“资本”这一概念ꎬ资本是

场域内的行动者为获取利润ꎬ在资源的排他性的基

础上通过长期积累的劳动而占据的社会资源ꎮ 资本

是场域理论的核心ꎬ主要包括经济资本、社会资本、
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ꎬ个体所拥有资本的质和量是

不同的ꎬ资本的类型决定场域的特性ꎮ 惯习是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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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的另一重要概念ꎬ是在客观环境的影响下ꎬ场域

主体的知觉、思想和行动形成的性情倾向系统ꎮ 布

迪厄用一个比喻阐述场域、资本和惯习的关系ꎬ他将

场域比作游戏ꎬ将资本和惯习比作游戏中的王牌ꎬ王
牌为游戏中的行动主体规定了本质属性ꎬ并决定了

游戏的结果ꎮ 概言之ꎬ场域中行动主体的资本的数

量及分布结构确定了场域的边界ꎬ场域构造了惯习ꎬ
行动主体在场域中的活动受惯习指引ꎬ并且不断地

再生惯习本身ꎬ反作用于场域ꎮ
运用布迪厄场域理论分析校园“新街角青年”

的生存状态ꎬ具有一定的适用性ꎮ 首先ꎬ场域理论

注重对关系的分析ꎬ在方法论上坚持关系主义ꎮ 这

就要求我们从关注校园“新街角青年”本身转向关

注其所生存的场域ꎬ从对静态实体的关注转向对动

态关系的聚焦ꎮ 其次ꎬ传统社会学中ꎬ结构与个体ꎬ
客观与主观都是对立的两极ꎬ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是

对这种二元对立论的超越ꎮ 场域是客观的ꎬ但同时

包含主观的成分ꎻ惯习是个体的ꎬ同时又有客观的

渗透ꎬ主观和客观共同存在于场域和惯习之中ꎬ结
构与个体相统一[６]ꎮ “惯习”概念作为布迪厄场域

理论的基石ꎬ解决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不

连续性问题ꎮ 以往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研究多

是将客观环境因素与主观个人因素割裂而来进行

阐述ꎬ或是将宏观的社会因素与微观的个体因素进

行堆砌ꎬ缺乏中观层面的系统动态分析ꎮ 在布迪厄

场域理论视角下ꎬ可用场域、资本以及惯习三大理

论要素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进行分

析ꎬ通过场域与惯习间的密切关系ꎬ减少结构与个

体、客观与主观之间的对立性ꎬ走出以往研究的误

区ꎬ消除主客观二元对立论对研究校园“新街角青

年”造成的困扰ꎮ 一方面ꎬ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
活动场域进行细致分析ꎬ探究其场域活动中行动主

体的位置、资本以及场域作用下构造的惯习ꎻ另一方

面ꎬ根据场域流动原动力的作用机制ꎬ协调场域内各

因素间的关系和矛盾ꎬ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活动

场域进行重塑ꎬ为解决其困境提供依据和指导ꎮ

　 　 二、场域形塑下的校园“新街角青年”
的生存状态逻辑

　 　 (一)横向的场域流动

场域是行动主体的实践同社会因素之间的中

介环节[５]１４５ꎬ在校园“新街角青年”与社会的互动

中ꎬ社会因素并非直接作用于其自身ꎬ而是通过场

域内部的力量形塑校园“新街角青年”ꎮ 校园“新

街角青年”的场域不能单一地理解为客观意义上

的领地ꎬ而是指校园“新街角青年”在其中与社会

互动所形成的网络或形构ꎬ场域的边界是以个体

间的互动来定义的ꎬ不论是客观的空间还是主观

的空间ꎬ都应放在一起进行分析ꎮ 校园“新街角

青年”与社会的互动意味着校园“新街角青年”这
一群体对特定文化与行为的学习ꎬ以及在这一基

础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ꎬ这一互动过程

在特定的场域展开ꎬ其活动场域同时也受作用于

校园“新街角青年”这一行动主体的实践ꎮ 场域

理论认为ꎬ行动主体可以在不同的场域之间进行

流动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在家庭中得不到温暖ꎬ
在学校不被认可ꎬ甚至受到普通学生的疏远与排

斥ꎬ在这样一种孤立无援的情况下ꎬ他们渴望获得

尊重ꎬ获得社会地位的提升ꎮ 但是对“街角文化”
的盲目崇拜ꎬ致使其误认为结识“街角青年”等社

会人士可以让自己被认可、被关注ꎬ凸显自身价

值ꎮ 布迪厄认为所有的社会秩序ꎬ都有其信奉的

运行准则[７]５６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沿用主流社会

的目标与运行准则在亚文化的社会中实践ꎬ其实

践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资本的维系和获取ꎬ但其所

进行的实践无法填补其资本的空缺ꎬ不仅不能帮

助其进行向上的社会流动ꎬ反而会导致其逐渐远

离主流社会ꎬ这样无效的场域流动无疑使校园

“新街角青年”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ꎬ其根源在于

资本量的欠缺以及社会化的不足ꎮ
(二)文化资本失衡

个体在场域内的地位为他们提供了资源、利
益和机会去参与场域活动ꎮ 行动主体通过资本的

积累来维持和提升自己的地位ꎬ所有形式的资本

都位于竞争与交换的系统中ꎬ不同的资本具有不

同的价值ꎮ
经济资本的含义类似于现在经济学意义上的

资本ꎬ具体可表现为金钱或其他可体现经济能力

的实物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所拥有的经济资本

主要来自家庭ꎬ具有很强的家庭经济依附性ꎮ 然

而ꎬ当家庭的经济支持不足以支撑其活动开支时ꎬ
校园“新街角青年”会采取借钱、打零工、敲诈同

学收取保护费或倒卖物资等方式满足经济需求ꎬ
严重者甚至会参与网赌、“洗黑钱”等违法犯罪活

动ꎮ 同时ꎬ拜金主义的盛行导致校园“新街角青

年”树立了畸形的金钱观念ꎬ奉行金钱至上的原

则ꎬ在经济能力不足的情况下ꎬ为了所谓的“面
子”ꎬ甚至不惜借钱去娱乐场所消费ꎬ这种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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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既是社会转型下亚文化侵蚀的结果ꎬ也是个

体社会化不足的弊端与痼疾ꎮ 校园“新街角青

年”经济资本的贫瘠不仅仅体现在经济资本量的

不足ꎬ也表现在畸形的金钱观念和狂热的拜金主

义上ꎮ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信息化的资本ꎬ为行动主

体提供认知与行动信息ꎬ以及可继承的文化财富

与能力ꎬ并且它可以借由社会各种机制来合法化

自身的资本形式ꎮ 文化资本主要有三种表现形

式:一是指修养ꎬ是身体化的语言ꎬ具有持久性和

隐蔽性的特点ꎻ二是指文化产品ꎬ例如书、画等艺

术品ꎬ可以凸显行动主体的文化品味ꎬ也可以转化

为经济、象征、和社会资本ꎻ三是指具体的制度化

形态ꎬ主要体现在学历等方面ꎮ 学校是校园“新
街角青年”生活的核心领域ꎬ亦是其文化资本的

主要获取渠道[８]ꎮ 但是校园“新街角青年”受教

育资源不均等现实困境影响ꎬ往往处于学习不良

的状态[９]ꎬ这进一步加深学生逃离课堂、融入街

角的愿望ꎬ致使校园“新街角青年”在文化资本的

占有上处于弱势地位ꎮ
社会资本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性资源ꎬ是一种

稳固的关系网络ꎬ可以转化为经济资本和象征资

本ꎮ 布迪厄认为ꎬ与有权威的人交往所带来的荣

耀ꎬ是象征资本的重要源泉之一ꎬ因此ꎬ对校园

“新街角青年”社会资本的思考需要从关系的角

度进行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家庭关系冷漠、师生

关系紧张的现实削弱了其与传统社会联结的亲密

度ꎮ 从同伴关系来看ꎬ校园“新街角青年过早地

成为“街角青年”ꎬ并以此为荣ꎮ 这种“非主流”的
惯习决定了他们特定群体内世界观的同质性ꎬ无
法支持其进行更好的场域流动ꎮ

象征资本是布迪厄在提出以上三种资本之后

的补充ꎬ其价值寓于“无形”之中ꎬ并非实物资本ꎬ
是包含着“荣誉体系”的象征关系ꎬ主要在领袖阶

层的权威方面起作用ꎬ象征着权威与声望ꎬ可以转

化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ꎬ在一定程度

上也是这三种资本的基础[１０]ꎮ 通俗来讲ꎬ象征资

本指的获得成就之后所得到的声誉与名望是真的

象征资本ꎬ除此之外还存在假的象征资本ꎮ 假的

象征资本与真的象征资本拥有同样的光环表征ꎬ
但假的象征资本缺乏承载的实体[１１]ꎮ 假的象征

资本带来的荣誉具有虚假性和误导性的特点ꎬ校
园“新街角青年”所追求的便是假的象征资本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因自身资本量的匮乏ꎬ无法获

得主流社会所承认的象征资本ꎬ迫切地想得到社

会的认可ꎮ 由于接受过社会化教育ꎬ所以仍沿用

主流社会的标准ꎬ渴望实现社会地位的提高ꎬ同时

因为社会化教育程度不完全ꎬ认知方面存在欠缺ꎬ
采用了错误的方法ꎬ在校外结识真正意义上的

“街角青年”ꎬ即他们口中的“大哥”ꎬ自认为来自

“大哥”的庇护可以使其在校园里高人一等ꎬ体验

着不同于普通学生的“优越感”ꎬ将普通学生对他

们的恐惧与排斥误认为是对他们的尊重与关注ꎮ
为了维系和“街角青年”的社会联结ꎬ校园“新街

角青年”模仿主流社会的人情世故ꎬ将自身为数

不多的经济资本投入其中ꎬ用于请客吃饭ꎬ将本应

用于追求文化资本的时间与精力投入到了和“街
角青年”的娱乐生活中ꎬ自以为获得了身份与地

位ꎬ本质上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假象ꎮ 校园“新街

角青年”对假的象征资本的追求一定程度上也是

“街角”亚文化反作用于校园文化氛围的表现ꎬ既
不利于学校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ꎬ也助长了校园

中的不正之风ꎮ 综上ꎬ认知能力的欠缺以及社会

化的不完全导致校园“新街角青年”追求的是假

的象征资本ꎬ同时也妨碍了校园的文化建设ꎮ
(三)对抗性惯习

资本量的多寡决定着场域内行动主体的权力

形态[１２]ꎬ在学校这一典型的教育场域中教师在课

堂处于绝对的优势位置ꎬ而校园“新街角青年”由
于文化资本量的匮乏ꎬ致使其处于劣势位置ꎮ 资

本的不均等赋予了教师主导权力ꎬ掌控着教学课

堂[１３]ꎬ因此ꎬ教师处于高位置、高权力中ꎬ而校园

“新街角青年”则处于低位置、低权力的位置权力

关系中ꎮ 这样的差序状态推动着校园“新街角青

年”生存场域的不断演化ꎬ教师的主导和权威地

位也受到了学生惯习的维护ꎮ 受升学压力与考核

标准的影响ꎬ教师的热情被逐渐削弱的同时ꎬ内心

向往的教学愿景也受到了压制ꎬ追求高效能的教

学ꎬ忽略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综合发展ꎬ教学活动中

充斥着功利主义ꎬ违背了教育的初衷ꎮ 学校应该

是读书育人的场所ꎬ却成为了考试的加工厂ꎮ 这

样的发展过程形塑了教师的惯习ꎬ无不透露着场

域策略的无奈[１４]ꎮ
福柯认为ꎬ空间的功能源自权力的安排[１５]６７ꎮ

教室是国家权力对学生规训的主要空间ꎬ讲台则

是教室中资源分配的中心ꎬ在不考虑学生学习能

力差异的情况下ꎬ教室前排学生拥有的教育资源

远多于后排学生ꎬ后排学生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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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处于劣势地位ꎬ教室后排空间也因此具有了一

定的符号意义[１６]ꎮ 教师为了最大程度地保证课

堂秩序ꎬ往往将校园“新街角青年”安排在教室后

排ꎮ 处于教室后排的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行为

一方面受到权力的空间制约ꎬ另一方面也在试图

突破权力的禁锢ꎬ在学习方面无法得到认可ꎬ只能

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凸显自身的价值ꎮ 因此ꎬ校园

“新街角青年”在其活动场域内进行自我表现时ꎬ
其实是对所处场域内权力关系的回应ꎮ 然而ꎬ由
于社会化程度的不足ꎬ校园“新街角青年”往往误

用了嬉笑打闹等扰乱课堂秩序的方法来增强存在

感ꎬ不仅无法获得认同ꎬ反而加深了教室后排空间

的符号意义ꎮ
惯习是主观性的社会化[１７]ꎬ本身具有一定的

束缚性和持久性ꎬ场域中行动主体往往在惯习的

限制下形成一种僵化的行为模式ꎮ 校园“新街角

青年”是在惯习与场域的长期相互作用中建构出

来的ꎬ惯习又是校园“新街角青年”进一步发展的

起点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认同了自己在场域中

所占据的资本量以及权力位置ꎬ并在场域活动中

不断地进行巩固和加强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的

学习成绩长期不理想ꎬ面对老师和家长指责ꎬ逐渐

在学习方面丧失热情与兴趣ꎬ情绪和行为方面都

出现了厌学表现ꎮ “惯习性洗脱”则清晰地阐明

了惯习是如何一步步影响校园 “新街角青年”
的[１８]３４ꎮ “惯习性洗脱”是指当班级中出现破坏

性事件时ꎬ老师和同学会习惯性地认为是班级里

的“问题学生”做的ꎬ长此以往ꎬ即使没有老师和

同学的怀疑ꎬ“问题学生”也会本能地否认ꎮ 这种

情况同样发生在校园“新街角青年”群体中ꎬ他们

认同了自己在场域中的资源与位置ꎬ教室后排空

间作为无人管束的空间ꎬ形成了他们缺乏自律性

的惯习ꎬ并不断地巩固和强化惯习ꎮ 不仅是在学校

中ꎬ在社会中也是如此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与其

社会关系网之间的互动模式已经成为自然ꎬ行动过

程中并不需要理性的思考ꎬ惯习形塑了行为的默

契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因资本量的匮乏导致主体

权力的丧失ꎬ不良惯习的形成既是场域作用的结

果ꎬ也是他们对不平等权力关系的反抗与回应ꎮ

　 　 三、重塑场域: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出路

　 　 (一)构建和谐师生关系ꎬ消解街角崇拜

重塑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场域迫在眉睫ꎬ本
研究在场域理论的视角下为校园“新街角青年”

的矫正提出思路ꎬ详见图 １ꎮ 场域的关键思维在

于关系的构建ꎮ 校园“新街角青年”作为在校生ꎬ
师生关系的和谐程度直接决定其在校学习状态ꎮ
学校教学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师生间教与学的过

程ꎬ作为教学过程的参与者ꎬ教师和学生所拥有的

资本量处于一种非均衡的状态ꎬ造成他们的场域

位置也不同ꎮ 教师在场域中处于优越地位ꎬ学生

处于服从状态ꎬ极易导致师生关系存在的隐性问

题ꎮ 首先ꎬ教师应摒弃唯分数论的教育思想ꎬ不能

以成绩作为评判学生的唯一标准ꎬ要善于发现学

生的闪光点ꎬ因材施教ꎬ要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

理念[１９]５２－５３ꎮ 更要注重学生的德育发展ꎬ帮助校

园“新街角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ꎬ大力开展校园文化活动ꎬ增强学校对学生的

吸引力ꎬ丰富学生的课余文化生活ꎬ充实其精神世

界ꎮ 其次ꎬ应注意加强教师与校园“新街角青年”
之间的沟通ꎬ缺乏沟通往往造成误会ꎬ教师应站在

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角度上ꎬ充分理解其心理需

求ꎬ分析其成因ꎬ拟定针对性的解决方案ꎮ 最后ꎬ
教师要注重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情感关怀ꎮ
情感上的关怀可以拉近教师与校园“新街角青

年”之间的心理距离ꎬ可以为校园“新街角青年”
寻求到情感上的依托ꎬ不至于使其陷入孤立无援

的境地ꎬ在面对校园“新街角青年”时ꎬ不应采用

一味的教化方式ꎬ应意识到行动主体之间的平等

性ꎬ重建理解与信任关系ꎮ

图 １　 重塑校园“新街角青年”场域模型图

(二)赋能文化资本ꎬ改善学业不良

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行为矫正ꎬ无疑要对

其回归主流社会进行研究ꎮ 向主流社会回归的过

程ꎬ本质上是向上的场域流动ꎮ 校园“新街角青

年”的资本缺乏ꎬ可以通过提升资本转换场域ꎮ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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匮乏的资本并没有给校园“新街角青年”进行向

上社会流动的机会ꎮ 受教育程度决定个体社会地

位的高低ꎬ这一论断始终成立ꎮ 当个体的经济资

本和社会资本无法得到提升时ꎬ文化资本的提升

便是个体提高其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ꎬ同时ꎬ文化

资本的提升也可为其他资本的提升创造条件ꎮ 校

园“新街角青年”的经济资本主要来自家庭ꎬ提升

空间较小ꎬ社会资本同质性较高ꎬ因此ꎬ校园“新
街角青年”的回归主要依靠文化资本的获取ꎬ文
化资本的获取主要依靠教育ꎮ 校园“新街角青

年”的在校生身份ꎬ使其在教育场域中处于受教

者的位置ꎮ 在学习的过程中不应该是被动施加ꎬ
应注意提高其求学的自主性ꎮ 对文化资本的获取

不仅仅是对科学文化知识的获取ꎬ也包括专业技

能的提升ꎮ 对于校园“新街角青年”而言ꎬ虽然在

文化课上存在不足ꎬ但也应注重对其专业知识的

培养ꎬ习得一技之长ꎬ为回归主流社会打下坚实的

基础ꎮ 另外ꎬ当代校园“新街角青年”沉迷于“快
手”“抖音”等网络自媒体软件ꎬ不免会受到拜金

主义、“黑道崇拜”等各种亚文化的影响ꎬ国家应

净化网络环境ꎬ抵制低俗、色情等信息在网络上的

传播ꎬ同时在网络上通过各种丰富的形式宣扬优

秀的传统价值观ꎬ向校园“新街角青年”群体传播

优秀的主流文化ꎮ
(三)破除不良惯习ꎬ引导正向成长

惯习虽然是稳定持久的ꎬ但并非一成不变ꎬ它
随着行动主体经验的丰富而不断更迭ꎬ破除不良

惯习的关键途径之一是改变场域ꎮ 校园“新街角

青年”长期处于教室后排座位ꎬ无人管束ꎬ形成了

缺乏自律性、任性妄为的惯习ꎬ因此ꎬ学校管理方

面应注意ꎬ对学生座位的安排方面应注意进行定

期的轮换ꎬ不以学习成绩排座位ꎬ使校园“新街角

青年”也能享受同等的教育资源以及老师的监督

管理ꎮ 其次ꎬ校园“新街角青年”闲暇时间大多聚

集于网吧、游戏厅等地方ꎮ 娱乐场所虽然有管理

者负责监管维护ꎬ但很多经营者往往贪图经济利

益或者担心被打击报复ꎬ对聚集的校园“新街角

青年”并不能起到监管控制作用[２０]ꎬ纵容了校园

“新街角青年”在行为上更加肆无忌惮ꎮ 一些娱

乐场所违规经营ꎬ允许未成年人进入ꎬ不仅如此ꎬ
学校附近也存在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恶性聚集

空间ꎬ这种空间人员复杂ꎬ包含了真正意义上的

“街角青年” [２１]ꎬ不仅导致校园“新街角青年”形

成不良惯习ꎬ而且都为普通在校学生提供了接触

到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机会ꎬ不知不觉中成为了

校园“新街角青年”的“后备军”ꎮ 娱乐场所的监

管不力以及学校周围“街角青年”的聚集对于青

少年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２２]ꎮ 因此ꎬ应加强社

会监管力度ꎬ对娱乐场所进行严格的监控与管理ꎬ
严禁未成年人进入ꎬ对学校周围的不良社会人员

进行监管ꎬ减少其对在校学生的不良影响ꎮ

本文以场域、惯习、资本三者的交互作用为主

线ꎬ对校园“新街角青年”的生存状态以及出路进

行了探讨ꎬ清晰地展现了校园“新街角青年”的横

向场域流动、文化资本失衡、对抗性惯习的生存状

态逻辑ꎬ并从构建和谐师生关系、赋能文化资本以

及破除不良惯习三个方面为促进校园“新街角青

年”回归主流社会提出建议ꎮ 本研究运用布迪厄

场域理论对校园“新街角青年”进行分析ꎬ既解决

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不连续性ꎬ避免了

客观环境因素与主观个人因素的割裂ꎬ又为校园

“新街角青年”提供了中观层面的分析ꎻ不仅为研

究校园“新街角青年”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ꎬ
也有效地将场域理论应用到了对校园“新街角青

年”的生存状态分析及策略的思考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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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Ｌｕｄ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３９ꎬ Ｃｈｉｎａꎻ
２.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Ｍａｒｘｉｓｍꎬ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Ｙａｎｔａｉ ２６４００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ｙｏｕｔｈ”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ａｒｅ ａ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ｄ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ｙｏｕｔｈ”ꎬ ｗｈｏｓｅ ａｎｔｉ￣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ｗｅａｋꎬ ｂｕｔ ｉｆ ｔｈｅｉｒ ｂａ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ｉｍｅꎬ ｉｔ ｓｔｉｌｌ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ａｒｍꎬ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ｈｉｎｄｅｒｓ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ｍｐｕ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 ｗｉｔｈ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ｌｙ ｂａｄ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ｍａｙ ｇｏ ｔｏ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ｒｉｍｅ.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ｓｕｃｈ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ａｓ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ｆｌｏｗ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ｗｏｒｓｈｉｐꎬ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ｉｍｂａｌａｎｃｅ ｕｎｄｅｒ ｐｏｏｒ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ｇｏｎｉｓｔｉｃ
ｈａｂｉｔ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ｏｌ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ｆ “ｎｅｗ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ｙｏｕｔｈ” ｏｎ ｃａｍｐｕｓ.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ｐｒｏ￣
ｐｏｓｅｓ ｓｏｍｅ ｃｏｐ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ｉｒ ｏｕｔｌｅｔ ｆｒｏｍ ｓｕｃｈ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ａ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ｔｕｄｅｎｔ ｒａｐｐｏｒｔꎬ ｅｍｐｏｗｅ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ꎬ ａｎｄ ｇｅｔｔｉｎｇ ｒｉ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ｉａｎｔ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 ｓｔｒｅｅｔ ｃｏｒｎｅｒ ｙｏｕｔｈꎻ ｆｉｅｌｄꎻ ｈａｂｉｔꎻ ｃａｐｉｔａｌ
(责任编辑　 沐　 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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