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4 卷 第 4 期 宁 波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Vol. 34  No.4 
2012 年 7 月 JOURNAL OF NINGBO UNIVERSITY（EDUCATIONAL SCIENCE EDITION） Jul.  2012 

 

  

                               
收稿日期：2012-02-10 

作者简介：张  杰（1976-），男，江苏连云港人，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学生就业指导。E-mail：zhangjie0810@sina.com

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探究 
张  杰 

（华南师范大学 学生工作部，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文章在对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内涵进行深入探讨的基础上，指出大学生非正式群体具有行为约束无

形化、群体行为一致性、核心人物具有权威性、群体具有开放性和排他性等四方面特征；进而分析了非正

式群体及其小集体主义倾向、排他性和核心人物的态度和行为取向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造成的影响；

最后，文章从四个方面对在大学生非正式群体中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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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生群体组织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前，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的变

化，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面临着严峻

挑战，深入分析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行为特征，

考察非正式群体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探

讨在非正式群体中广泛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维护校园的稳定具有重

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内涵及其行为特征 

所谓“非正式群体”是指基于兴趣相投、情

感维系和利益共享的内在心理需要，大学生彼此

之间自发结成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且具有众多

共性的人群组合体。该群体内部没有明确的规章

制度，成员之间没有明确的地位和角色、权利和

义务关系，但成员之间遵循潜在的共同心理规

范，相近或相同的价值追求和理想信念成为维系

成员之间关系的精神纽带。 
根据非正式群体成员的构成划分，大学生的

非正式群体主要有同乡型、经济型、考研型、公

考型、兴趣相投型等。非正式群体的形成既受到

个人心理需求因素的影响，又受到社会因素和地

域因素的影响，还受到正式群体工作弱化的影

响。非正式群体存在的普遍性和形成的复杂性使

得非正式群体行为表现出与正式群体不同的特

征，具体来看，可以概括为如下方面。 
（一）行为约束无形化 

通常来说，大学生正式群体是依靠组织内

部的规章制度、组织章程、行为规范、权利义

务等对其成员的行为进行约束，确保成员的行

为符合学校的目标，实现学校乃至社会利益的

最大化。而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没有正式的规章

制度，群体成员是因为具有共同的需要、利益、

情趣和爱好才走到一起的，群体成员内部的价

值取向具有一致性，不同的非正式群体具有不

同的价值取向。 
群体价值取向是群体成员共同心理特点的

表现和反映，是群体成员行为和活动依据，决

定着非正式群体的活动内容和效果，也是非正

式群体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保证。由于群

体成员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一致性使得其对群

体成员的约束比正式群体的制度约束更有效、

更显著。 
（二）群体行为具有一致性 

共同的兴趣爱好和高度心理相容是非正式

群体得以存在的基础。非正式群体成员间相互依

赖、相互信任、互帮互助，形成一种相互“抱团”

的状态，群体成员间能够在心理上协调、行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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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充分发挥群体的优势和智慧，因而具有很

强的凝聚力，具体表现为群体成员意志一致、行

为目标一致、步调一致。 
此外，由于群体成员对群体具有较高的忠诚

度和较强的归属感，因而群体成员能够自觉服

从、执行群体意志，即使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

发生矛盾或冲突时，也能够舍小家顾大家，以群

体利益为重，确保群体内部的和谐和群体行为的

一致性，这也形成了新的集体主义倾向。 
（三）核心人物具有权威性 

在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的形成过程中，会自发

的出现一两个群体核心人物，他们在非正式群体

成员中具有较高的威信，他们控制着非正式群体

的发展进程，决定着群体的规模和范围，引领着

群体的前进方向和群体价值取向，在群体中起到

决策指挥、榜样示范、组织协调作用。他们身上

特殊的人格魅力和气质使得群体成员对其非常

地钦佩、信任甚至依附，无条件自愿接受其指挥

或安排。核心人物的这种“精神领袖”作用使得

其在群体学生成员心目中的地位远超过学生正

式群体的领导或某些老师。 
（四）群体具有开放性和排他性 

大学生非正式群体由于没有明确的规章制

度，组织形式较松散，成员的准入退出没有严格

的制度约束，使得大学生非正式群体不够稳定，

成员流动性较大。具有共同或相似的兴趣、爱好、

情趣、志向的学生都可以被吸纳为非正式群体的

成员，凡是不认同群体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的群体

成员可以随时退出该群体，而不必给予一定的惩

罚，表现出高度的开放性。同时，群体对内部成

员高度信任，相互支持和帮助，信息共享，而对

于非正式群体以外的成员则在心理上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相互防范甚至猜忌、排斥，又表现出

一定的排他性。 
二、大学生非正式群体行为对思想政治教育

的影响 

大学生非正式群体作为大学校园一种客观

存在的普遍现象，正在以其特有的功能对非正式

群体成员及其他学生的学习、生活、思想产生重

要的影响，也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

着许多不确定性，增加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复杂性。 
（一）非正式群体可促进大学生的成长发展 

在非正式群体中，群体成员在与他人的交往

中逐渐认识到尊重自己和尊重他人的重要性，体

验到群体生活的乐趣和维护良好人际关系的价

值。懂得要依靠维护群体目标来寻求理想建构，

避免独立发展个性和人格带来的空虚和寂寞。通

过借助于和群体成员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加深成

员间的了解和友谊，获得成员的理解和支持，排

解心中的苦闷和困惑，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并

进一步强化自信心和加强力量感，促进自身的成

长和社会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压力。 
（二）非正式群体的小集体主义倾向对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是一把“双刃剑”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相关理论，非正式群体成

员的群体归属感很强，群体意识浓厚，群体心理

往往重于个人心理，因而群体成员会把群体利益

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个人选择服从群体决定。[1]

这种状况造成的后果就是当班级、学校等大集体

利益和非正式小群体利益相一致时，非正式群体

成员会全力支持、维护大集体的利益，对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产生积极的正效应；但当非正式小群

体利益和班级、学校等大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

即使有些非正式群体成员意识到有必要优先考

虑大集体利益，但出于保证非正式小群体行为对

外一致性的考虑，可能也会感情重于理性，对班

级、学校等维护集体利益的决定予以抵制，通过

负效应来弱化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果，导致学

校期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解决冲突、缓解矛盾

的难度增加。 
（三）非正式群体行为的排他性可能会造成

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大学生心理认知的不成熟往往会使非正式

群体成员陷入社会认知上的“自我中心观”之中，

遇到事情从小群体的自我立场出发，而不是从社

会维度或其他位置思考或处理问题。 
当社会或大集体价值取向和小群体价值取

向不一致或发生冲突时，往往不能够采取包容的

态度予以接纳或正视之，而是采取排斥或抵制态

度，听不进老师、同学的说服教育，不愿意服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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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教学和管理，破坏师生或同学关系，容易

产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逆反心理，甚至形成群体性

的对抗，从而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果化解于

无形。 
（四）非正式群体核心人物的态度和行为取

向可能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 

当核心人物对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

念、方式、内容表示认同时，他会采取积极的行

动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给予支持和配合，

并利用其在非正式群体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影

响和带领着非正式群体的其他成员投身到学校

的各项工作中来，推动学校的教学、管理和校园

文化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反之，当其对学校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表示不满时，他会采取消极的态

度，并利用自身的权威和号召力对群体成员施加

影响，造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度加大，客观上

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成效。  
三、在大学生非正式群体中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工作的路径选择 

群体动力理论认为，一个群体通常包含凝聚

力、驱动力、耗散力三大要素。其中，凝聚力是

保证群体稳定的因素，驱动力是促使群体发展和

演化的因素，耗散力则是破坏群体稳定和演化、

降低群体绩效的因素。这三种因素相互作用、转

化，推动着群体的演化和发展。[2]这为我们充分

发挥非正式群体的作用，创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模式指明了方向。 
（一）充分发挥核心人物在非正式群体中的

引领和示范作用，实现其正向功能 

非正式群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是通过

核心人物对其群体成员的信息传递自发形成

的，核心人物对群体规范和群体目标的确立有

着决定性的影响，对非正式群体作用的发挥起

着重要作用。辅导员及其他学生工作管理者要

认真研究不同非正式群体核心人物的特点，通

过引导和教育，帮助核心人物建立积极健康向

上的人生价值取向，协助其建立良好的群体文

化，充分发挥核心人物在非正式群体的中的引

领和示范作用，利用其在群体中特有的威望和

号召力，将学校的教育管理理念传递渗透到每

一个群体成员身上。同时，要积极吸纳核心人

物加入共青团、学生会等多种不同的群体中，

鼓励其参与学校的各项学生管理工作，利用其

特殊地位和作用实现核心人物在学校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正向功能。 
（二）培育共同目标，引导和鼓励非正式群

体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 

社会学研究认为，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是偶合

群体，该群体具有文化塑造功能。[3]群体目标是

群体成员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对群体成员

行为具有激励、导向和规范作用。辅导员和其他

学生管理工作者对非正式群体开展思想政治教

育时，要认真研究每个群体及其不同发展阶段的

特点，充分关切每个非正式群体的目标及其成员

的内在心理诉求，因材施教，注重实效性，通过

多种途径和形式，引导和培育符合非正式群体成

员成长、发展规律且与学校教学管理相融合的共

同目标，保证群体成员在实现其群体目标的同时

也能够实现学校的组织目标。 
（三）鼓励非正式群体成员融入多个群体，

淡化群体意识 

通常来说，群体成员的群体意识是和群体成

员担任的角色数量负相关的。当某个学生只加入

一个群体，他的群体意识就比较强，他对群体的

归属感和对群体角色的身份认同就比较强烈；反

之，当某个学生同时加入多个群体作为多个群体

成员时，由于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可能趋于多元

化，成员在群体中将会获得更大的自由，成员的

角色意识就会削弱，对群体的归属感和群体意识

就会淡化。 
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充分利用学生群体的这

一特点，鼓励非正式群体成员加入到其他正式或

非正式群体中，通过在不同学生群体中多元的群

体目标来淡化群体成员的小群体意识，减少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阻力，促进学校教学、学生

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 
（四）加强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畅通非正

式群体成员的利益诉求机制 

根据行为科学的群体动力学原理，一个人

的行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外力相互作用的

结果。[4]辅导员和其他学生管理工作者要密切

与非正式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搭建非正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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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成员与其他学生之间的沟通平台，消除隔阂，

增进双方感情；要通过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

让非正式群体成员的情绪得到释放，让他们的

利益诉求得到有效表达；要通过营造良好的文

化氛围引导他们参加学校的民主管理，增强主

人翁意识，引导他们将群体目标调整到和学校

发展目标相一致，并利用非正式群体信息沟通

渠道广、信息传递速度快的特点，协助老师及

时收集学生的思想动态以及对学校教学、学生

管理工作的意见和要求，配合老师有针对性的

做好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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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abou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Undergraduate 

Informal Coll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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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notation of undergraduate informal collectives and reveals its properties of invisible 
limited behavior, unified group action, core authority, group openness and exclusiveness. It aims to highlight the impact of 
the informal group's inner ring inclination, exclusiveness, core members' attitude and behavioral orientation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nsequently, it works out practical proposals for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the 
informal group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four specific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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