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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集体的社会心理特征集体作为一种特殊的接触群体，有

许多不同于松散群体的社会心理特征，其中主要是人与人之

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如集体的团结（目标、舆论与规

范）、集体成员的自决、内聚力、集体的情绪参与、心理气

氛与士气。现将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分述如下。

一、集体的团结团结是集体成员沟通与结合的重要因素，首

先它表现为能使共同活动的内容、目的、价值定向取得一致

，集体的目标影响各个成员的行为和活动成果。但集体目标

并不一定就是每个成员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在组织内部有一

个相互协调各种矛盾冲突的过程。这就要求集体成员对共同

目标有深刻的认识；并通过符合各个成员需要的集体活动，

体会到目标的意义与价值；而后成为全体的总目标。其次表

现在全体成员共同遵守共同的行为规范或准则。对规范的遵

从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被迫的遵从，这种遵从是由于集体

的压力产生了与共同期望相一致的行为；第二种是对规范的

真正的自觉的接受。保持规范的一致性是集体团结的一个重

要条件，但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过分的一致性也会降

低它的成员应付变化和改变行为的能力。第三是舆论的调节

，舆论是不成文的对集体成员行为加以支持或约束的一种调

节集体成员相互关系的方式。团结的指数是由集体中各个成

员沟通的数量、频率、强度和相互肯定或相互否定选择的数

量等方面测定的。但集体的团结并不抹杀各个成员的个性，



也不要求它的所有成员在团体评价与观点的各个方面都相互

一致，只是在共同活动的目的与任务上保持一致。其中增加

群体成员之间沟通的机会能使团结程度较低的集体，在规范

标准与价值观念上更趋一致。有人认为（莫里诺）通过改组

群体的构成方式，淘汰那些“被排斥者”，吸收较高吸引力

的成员进入集体是增强团结指数的一种有效方式。这样就得

到一个公式，就是群体的团结可以确定为相互肯定选择的总

和与相互否定选择的总和之间的差除以（n-1）。这个公式证

明了集体成员的实际接近和相互影响的可能性，它为形成高

度的团结创造了前提。从团结形成的实质上看，团结的标志

是集体成员价值观念的一致。价值观念、规范、目标和动机

在个性结构中占主导地位，个人有把集体作为行为定向依据

与来源的倾向，全体成员在共同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加强价值

观念的一致性。因而团结的指数就是集体成员对于整个集体

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的观点与意见一致性的程度（或次数）

。二、个人在集体中的自决个人在集体中对各种社会影响是

有选择的，集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特点也表现在参加者

对各种影响所采取的选择态度，接受或者拒绝集体的共同活

动内容、目的与价值。个人能否与集体一致有两种可能：一

种是不愿意与集体发生冲突，而导致被反对或被孤立的不愉

快结果；一种是个人的行为动机与集体的目标一致。在集体

中，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是在自觉评价共同活动内容的基

础上形成的，在以集体的公益活动为任务的组群中，是不是

会发生从众心理，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为从众的对

立面是不受暗示性和拒绝，这表明个人坚定、自主；但另一

个方面就是个人在集体中的自决，在冲突情境中遵循集体的



理想、目的与价值，使自己的观点与集体要求一致。这种自

决可以叫做集体主义自决，因为他之所以采取积极的态度选

择集体目标，不是由于群体的压力，而是真正理解集体的价

值。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有人使用伦理判断调查表对一部分

学生进行了调查，要求学生对这些判断必须说出同意或者不

同意，被试中有极少数非从众者或拒绝者。经过一段时间以

后，把更大范围的调查表发给这些被试，每一个判断旁边都

有被试群体是否同意的判断，使这些被试获得一种错误的信

息：不同意他们原来的看法。在群体压力下有些被试表现出

从众，改变了原来的伦理判断。但是大多数学生不顾群体的

压力，实现了个人在集体中的自决，承担起集体价值维护者

的角色。三、集体的凝聚力集体的凝聚力是指群体成员之间

互相吸引的强度和分担群体目标的程度。群体成员之间相互

吸引的强度越大，个人目标与群体目标能够有机结合起来，

群体的内聚力也越大。凝聚力的大小直接影响工作效率和生

产率的高低。一个经常实现目标的集体（如获胜的球队），

其内聚力也高；一个经常完不成任务的群体，其凝聚力也差

。在群体目标与组织目标相反时，高内聚力的群体也可能会

产生低生产力。内聚力与生产率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群体

的内聚力越高，越愿意遵循群体的规范与目标，如果在工作

或生产力缺乏诱导条件，高内聚力的群体与其他群体发生矛

盾或摩擦时，又会限制更多的生产，这在霍桑实验中有所发

现。这个实验发现有一个实行计件工资的车间，工人的生产

率是保持在中等水平上，每个工人的日产量平均都差不多，

原因是他们自发形成的规范是谁也不能生产过多，突出自己

；谁也不能生产太少，影响全组产量。由此可见，群体规范



态度是影响内聚力与生产率的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内聚力

与生产率的关系依赖于群体态度与目标一致性而发生变化，

有四种形式：（1）群体态度积极内聚力高，生产率亦高；

（2）群体态度积极，内聚力低，生产率也会提高；（3）群

体态度消极，内聚力高，生产率一般或降低；（4）群体态度

不支持目标，内聚力低，对生产率没有明显的影响。（参阅

俞文钊：《管理心理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60

～261页。）防止集体凝聚力产生的副作用是一个值得注意的

问题，其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种。一是凝聚力高的群体容易压

制不同意见的发表，个别成员难以表达正确的看法，以致造

成决策上的失误。二是容易滋生小团体意识，这种群体意识

往往产生本群体的完美感与盲目乐观情绪；有时文过饰非，

发动个别成员宣扬自我决策的合理化；对其他群体抱有成见

，轻视对方的实力；对群体内部不同意见施加压力，使部分

成员产生压抑感，并错认为沉默即同意群体决策。四、集体

的情绪参与或情感移入情绪的参与或感情的移入可以称为移

情。移情是使我们站在别人的立场和关系上体验别人的情感

与感受。在一个集体中，如果它的成员彼此之间缺乏移情，

不了解别人的观点、价值取向和感受，他就无法与别人在思

想上沟通。集体形成的特点之一就是每个人在情绪上与情感

上渗入到集体中去，对集体的成功与失败发生共同的感受，

为集体的成就而自豪和兴奋，这是一种情绪上的认同和情感

上的归属感。当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把这种体验传递给别人

，就成为一种组织集体成员的一种动机而争取共同目标的实

现，并克服挫折心理。因此情绪的参与认同是集体团结的一

个重要标志。有人利用运动感觉协调仪这种装置来试验六人



的协调与受挫后的表现。实验时六人一组，分几个组进行竞

赛。群体的任务是使书写探针沿着仪器上盘S形的洞孔通过而

不碰到它的边。碰到边时就是犯了错误。只有六个把手协调

一致运动时，才能顺利地完成任务。惩罚是用电刺激器或刺

耳的噪音。第一个阶段因错误给全体成员以惩罚；第二个阶

段以给部分人惩罚代替整体惩罚。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发展

水平的群体在受到上述两种不同惩罚的情况下，其表现有本

质的不同。测定的标准是无论整体受惩罚还是部分受惩罚，

沿着洞孔通过的时间接近或相等。这说明在群体中有情绪认

同现象。从三种被测试的群体来看，接近集体类型的群体的

两项实验的时间接近，集体成员承受部分成员所受到的挫折

；在松散的群体和少年违法者的群体中这种认同很差。由此

可见，情绪参与或认同是集体形成的一个特点。五、集体的

心理气氛与士气心理气氛就是集体中占优势的一般态度和感

受，这种态度和感受支配着全体成员的情绪。士气是群体成

员完成共同任务时所表现的共同状态。因而有的集体循规蹈

矩，和睦相处；有的集体心烦意乱，紧张不安；有的集体学

习呆板，沉默不语等等。这种种不同的班级气氛，在勒温提

出的三种领导管理方式中表现得最明显，管理严密的班级有

条不紊，但失之呆板；放任自流的班级行为散漫，情绪烦乱

；民主形式管理的班级行动协调，思维活跃。根据一项实验

研究的结果表明，有的学生在专制群体中，其攻击性的言行

达到行为总量的90%；而几周后换到另一个民主团体中迅速

下降到40%。另一个学生在民主群体中，其攻击性言行只占

行为总量的30%；而几周后转入专制群体中就上升到90%。这

说明领导者对被领导者通过鼓励、暗示、范例、惩罚与禁止



促进了群体成员的行为、态度和情绪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当

某种心理气氛形成之后，它对一些新进入群体的成员有巨大

的影响力和感染力。士气是群体成员完成共同任务时所表现

的精神状态。一个具有高昂士气的群体一般表现出下列特征

：群体的内聚力强，群体成员能明确地掌握群体的共同目标

，对目标给予有力的支持，因而全体成员有强烈的认同感与

归属感，一致维护群体存在的价值。但士气只是提高工作效

率或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班级领导者或教师还需要注意

其他各种条件的配合。例如，一个班级只顾满足自己的心理

需求，而不管学校或集体目标的达到，这种高昂的士气就会

与组织目标相抵触，以致妨碍共同任务的完成。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