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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D_A6_E7_94_9F_E4_c38_61071.htm 小学生在与同伴交往

的过程中会逐步发现在兴趣、活动方式、态度等方面相互接

近和相容的对象，形成同伴关系，同伴之间的稳定性和有效

性逐渐提高，便发展成小团体。心理学研究表明，班级中的

小团体，每40人左右的班中有8～10个，50人左右的班中有10

～12个，60人左右的班中有11～13个。一般来说，班级规模

越大，小团体数也就越多。班级中的小团体规模以2～3人为

最多(占68％)，4人规模的小团体占18％左右，5～6人及以上

的小团体在小学高年级才出现。班级中的小团体以同性别为

主，占总数的97％，高年级有少量5～6人规模的男女混合型

小团体。小团体通常有1～2个核心人物，大多数是班干部。

以班干部为核心的小团体在小学低年级占90％以上，小学高

年级占60％左右，班级中的小团体，是小学生同伴关系的一

种存在方式，对小学生吸收同伴的经验、学习社会交往的技

能、锻炼实际活动的。能力具有积极意义。小团体的存在能

满足小学生归属的需要，增强同伴之间的情感支持。由于小

团体内部具有一定的活动目标和行为规则，因此，小团体的

存在对培养小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班

级中，加入小团体的小学生往往能通过自己的特殊兴趣和共

同活动，成为班级中的积极分子。但是；由于他们的认知能

力和社会经验都在发展之中，有时，小团体的利益和规则会

与班级的利益和纪律相抵触，也可能会因为小团体的活动过

于频繁而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甚至有可能受社会上的



不良分子的影响而出现违法乱纪的行为。因此，教师要正确

地对待班级中的小团体，既要支持他们的正当活动，又要做

必要的引导。第一，教师要在任何时候都了解自己班级中的

小团体的活动状况、核心人物的态度以及人员的变迁。同时

，还要了解班级内大部分成员对这些小团体的评价。第二，

教师要做好小团体的核心人物的工作。小团体的活动和作用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核心人物的态度。因此，做好他们

的工作是把握小团体的关键。第三，教师要善于在班级中创

造良好的情感气氛，使班级目标与小团体目标在根本利益上

是相容的，并努力使小团体的活动适应班级的活动。同时，

教师要善于在各种活动中充分调动小团体的积极性，发挥他

们的特长，并注意提高他们的活动质量。第四，教师要冷静

地分析班级中的舆论。学生们对某个小团体或某个同学的态

度和评论，对教师来说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五，如果某

个小团体的活动影响了成员的学习、健康或者违背了常规，

教师必须及时地提出明确要求和必要的限制，并向他们说明

道理。对于少数受社会不良分子影响而出现违法行为的小团

体，则要采取果断措施，切断他们与不良分子的社会联系，

并加强法制教育。 由于小团体是一个群体，所以，教师既要

了解和尊重个人，更要了解和尊重群体心理，与他们接近，

同他们交流，充分利用教师的权威和人格力量，利用班级的

力量，把各种小团体的活动纳入健康的轨道，充分发挥小团

体在小学生人际交往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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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