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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参与群体讨论时，由于受群体气氛的影响，出现支持极

端化决策的心理倾向。这种群体决策极端化倾向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冒险偏移；一种是谨慎偏移。如果群体成员中冒险

激进者较多，群体所作出的决策就会比个人决策更为冒险激

进，称之为冒险偏移。如果群体成员中谨慎保守者多，则群

体所作出的决策会比个人决策更为谨慎保守，称为谨慎偏移

。 2、竞争：个人或群体在某项活动中力争胜过对方的对抗

性行为，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之一。竞争不仅具有对抗性

，而且有排他性。尽管竞争给人们带来一些消极的影响，但

是，竞争在群体中仍是不可缺少的，因为竞争对于社会和学

校的发展具有更多的积极作用。在竞争的条件下，可以更进

一步发挥个人或群体的潜能，更能促进个人和群体积极向上

。 3、合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或个人，为实现共同的

目标同心协力的行为。合作也是人际关系的基本形态之一。

在社会和学校群体中不仅需要竞争也需要合作，培养学生对

集体的责任感和相互协作的精神，也是我们教育的目标。 4

、班集体：指一定数量的学生依据共同的学习目的，按照一

定的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具有心理相容性的集合体。班集体是

学校群体的高级组织形式。学校的班级只有成为集体，才能

成为教育学生的基地。 5、道德：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是指一定的社会为了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确

良总和。 6、品德：也称为道德品质，它是一种体现象；它



是个体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准则和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

某些稳固和心理特征和倾向。 7、品德心理的结构：品德主

要包括以下三个子系统：一是品德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

关系系统，即道德动机系统和道德行为方式系统；二是品德

的心理过程和行为活动的关系系统，即道德认识、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的心理特征系统；三是品德的心理活

动和外部活动的关系及其组织形式系统，即品德的定向、操

作和反馈系统。 8、品德的动机系统：道德动机是引起道德

行为的内驱力量，是任何道德行为方式或举止之所以产生的

内在根源。道德动机系统，即品德的确良意识倾向性，是“

道德需要”的表现形态。道德动机系统是品德结构的一个子

系统，它本身又包含许多不同层次、水平、序列的亚系统。

制约一个人的某种道德行为的，往往不是单个动机因素，而

是一个动机系统。然而，各种动机在品德结构谱系中，其层

次和作用并不一样。其中，必定有一种或几种占优势的动机

，这种动机往往是动机斗争的获胜者，它领衔着整个动机系

统，从而决定某种道德行为，甚至于形成一个人的品德。 9

、品德的心理特征：品德是个体依据一定的道德规范在行动

进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固的心理特征。这个完整的心理特征

，包含着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和道德行为等四个

成分。这四种成分，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是相互联系的，

共同组成品德结构的心理特征子系统。道德认识、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道德行为。以上这些品德的心理特征是彼此联

系、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 10、道德认识：是对于道德规范

和道德范畴及其意义的认识，它是人的认识过程在品德上的

表现，它一般成为品德的理智特片。道德认识表现在两个方



面：一是道德思维发展的水平，二是道德观念变化的程度。

前者主要表现为道德认识的形式，后者则主要体现为道德认

识的内容。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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