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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群体类型及作用大学生群体类型可按照群体的组成、

结构、组织性特征和相互作用的性质划分为各种不同的类型

并研究它在实际工作中所起的作用。教师在教学工作中不仅

和个别学生接触，而且要和多种不同的学生群体发生联系，

了解这些群体构成的特点和作用有助于教师提高工作效率。

一、假设群体与接触群体按学生接触的程度、组织性可以把

教师与大学生群体划分为两种：假设群体和接触群体。假设

群体是研究者或教师根据大学生这个年龄的某些特征，如年

龄特征、性别、民族、职业、学习能力、社会思想动态，都

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某个年龄段或年级的心理特征，从群体的

共同性来进行分析与研究，但这个并非接触性的实际存在的

群体，它只是作为统计或实验的样本。接触群体则是在共同

的时间与空间内实际结合起来的群体。二、大型群体与小型

群体按群体规模的大小，可以划分为大型群体与小型群体。

群体规模的大小是相对的，高校的系对班级是大群体，对学

校又是小群体。群体大小的划分标准，一般是以群体成员是

否有直接地、面对面地接触和联系为标准。凡是群体成员有

直接的、个人的、面对面互相接触的群体就是小型群体；而

依靠间接方式（如通过共同的目标和各级组织机构等）发生

了联系的，就是大型群体。小型群体形成的特征是人数不多

，多个成员之间有直接的联系与交往，情感上发生直接的相

互关系，受群体中形成的规范的调节，有归属感。其作用是



能起到彼此之间相互感受到友谊、理解，得到对方的支持、

激励，了解自己的权利与义务，满足个人交往的需求，有明

显的社会促进、从众和认同心理。大型群体（如社会职业群

体、民族群体、区域群体等）中各个成员主要依靠间接联系

，社会因素所起的作用比心理因素更为显著。三、正式群体

与非正式群体正式群体是由组织文件和原则明确规定群体成

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群体，如学校的班级、教研室、各级行政

组织和车间、班组等。非正式群体是没有明确规定的目的，

学生由于相互之间的喜爱、兴趣与好感而自发结合的群体，

他们也有一定的相互关系结构和规范。非正式群体的范围比

较广泛，大学生的各种学会、社团、研究会、兴趣组，由多

种活动的目的形成的。根据有关大学生社团类型的调查，按

组织社团的目的与性质可以分为三类，即学术类、文体娱乐

类及服务、勤工、实践类。（1）学术类社团又分为科研型社

团、普及型和能力锻炼型三类，它们在整个学术类社团所占

的百分比分别是44.3%、47%和8.7%。第一类主要进行一定的

科学研究，加深加宽专业知识，选择和承担一定的研究课题

，组织学术讨论会；第二类社团是由于兴趣、爱好相同而举

办讲座、讨论会，内容为新兴的边缘学科，有重大现实意义

或应用价值的课题和基础性强的科学报告；第三种类型是根

据所学专业在校内外举办宣传、讲座，开展各科咨询或科普

性的调查研究。（2）文体娱乐类社团，主要是丰富学校生活

，培养业余兴趣与爱好，如书画、音乐、戏曲、象棋、围棋

、武术、舞蹈、乐器等。（3）服务、勤工、实践类社团约分

为三类：体力型、智力型和混合型。如各类服务、智力开发

、书刊发行和综合服务等，通过这些活动体验生活，培养独



立生活和交际能力，增加参与社会实践的机会。这类非正式

群体的特点是自发性、同龄性、相容性、归属性强，流动性

大，核心人物有一定的组织领导能力。它的形成过程可以分

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同学之间寻求与自己的兴趣、爱好

、价值观相同的人结成友伴；第二，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熟

悉与了解，交友的双方扩大与其他同学交往的范围，扩大群

体联系；第三，在相互了解和信任的基础上，自发形成了居

于核心地位的有能力的组织者，并逐渐地确立自己的威信而

成为群体的核心；第四，由于核心人物的出现和群体成员的

扩大，相互之间情感联系的增强，形成了一定的内部规范、

舆论和社会压力而成为一个非正式群体。四、参照群体这种

群体是指指导群体行为的规范、目标被个人作为进行活动的

标准，而成为影响行为的动机。一个人同时可能参加几个群

体，但哪个群体对自己更具有重要意义呢？如果把它排成一

个次序，排在首位就是个人愿意争取与它的规范相一致的群

体，排在最后的就是对个人意义不大的群体。这个排在首位

的群体就成为个人行为的中心，并用它的规范和标准对照自

己的行为。如果几种群体的规范和标准相互矛盾而发生内心

冲突时，其中必有一个占优势的参照体起主导作用。有时在

学生心中的参照群体来源于文学艺术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把

这个想象中的群体规范作为自己行动的标准。这种想象中的

群体对学生个性品质的发展有重要的教育意义。但因它缺乏

反馈信息来评价自己的行为，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片面性

。有些学生也可能选择不正确的想象形象来指导自己的行为

，因而与现实不相联系的群体不能代替实际的接触的群体。

个人的规范和价值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实际经验的积累和他



人的评价才能变为自己的内在行为标准，在学生的个性发展

中，想象中的形象必须与现实群体的标准相结合才能成为榜

样的参照体。五、松散群体与组织严密的群体按组织性的严

密程度可以划分为松散与组织严密的群体这两种。松散群体

是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不以共同活动的内容、目的、意义和

价值为中介的共同体。如同在一辆公共汽车上的群体是极端

松散的。在学校中同学们在最初松散的水平上，逐渐认识到

共同的活动任务与目的，开始从情绪、理智和兴趣等方面进

行接触和接近发展成为联合群体，这种群体的特点是共同活

动的内容只有个人的意义，个人之间的关系也只是以共同活

动的内容为中介的。例如每一个参加球赛的运动队或戏剧排

练组都依赖于各个成员的努力。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评定

每一个成员参加活动的程度与贡献，加强情绪之间的联系，

就成为一个合作群体。这种群体与联合群体没有明确的界限

，但发展水平更高一些，并且是从松散群体向集体发展的过

渡环节。集体是群体发展的最高水平，在组织程度上有严密

的结构，集体是以共同活动的内容、目的与价值为中介的群

体。对群体成员不仅具有个人意义，更重要的是把个人意义

与广泛的社会意义联系起来，真正的集体是兼顾个人、集体

与社会利益的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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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