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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效应下大学生行为转化机制研究 ①

杨生斌，陈娟娟，段春龙
（西北工业大学 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７１０１２９）

摘　要：大学生生活在群体环境中，其行为主要受到个人层面、学校层面和社会层面等影响。从影响大学生群体的
内外因素出发，与大学生在群体效应下的行为反应构建了结构方程模型（ＳＥＭ）。该模型所得出的系数显示：群体效应对
大学生形成负面的群体事件与正面的群体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作用系数分别为０．８０、０．６８，且大学生群体事件的内外
因之间也存在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对大学生自身、高校、社会的合理调节，促进群体事件转换为群体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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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生活在年龄和心理相仿的集体环境中，自发
形成了相互联系、彼此影响的人群组合。１９５１年，德国心
理学家库尔特·勒温（ＫｕｒｔＬｅｗｉｎ，１８９０～１９４７）在首次提
出的群体动力学中认为，人的行为是由人（Ｐ）和环境（Ｅ）
同时决定的［１］。

在群体环境下，大学生个体往往为了融入群体而产

生从众心理，如果群体活动中出现了过激的苗头，就可能

在相互陌生的乌合之众的背景下而被放大，并酿成群体

事件；如果事先得到合理控制，则可能转化为良性的群体

绩效。

１　文献综述
１９世纪末，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人作为行

动群体的一员，其集体心理与其个人心理有着本质的差

别。勒庞认为，群体是冲动的、无理性的、缺乏责任感的，

会表现出冲动的反社会行为［２］。

近年来，针对学生在群体环境下的心理形成与行为

反应也有一些研究。张敏等人提出，大学生在群体环境

中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会不自觉地考虑群体的要求，选择

从众。在群体环境中，大学生会表现出与个体独处情景

下不同的行为反应，个体在群体环境下会被群体同化［３］。

王莲华将大学生非理性群体行为分为政治类、种族

类、民族类、学校管理类、政府政策类群体行为方式，并认

为这些非理性群体行为方式具有突发性、短暂性、去个性

化、从众行为以及行为过当的特点［４］。

对于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生成原因，才立琴认为：当下

的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多以具体的利益诉求为目标，但大

学生群体容易提出政治诉求并演化为政治性的群体性事

件，所以培育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很重要［５］。

综上，国内外对群体性过激行为事件有不同程度的

研究，但大学生的群体事件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比

较少。本文基于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群体效应对大学生

行为的影响，以期针对大学生的群体行为发生机制有更

深入的分析。

２　质性研究
本文在总结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将大学生群体性事

件的原因分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具体包括的因素如

图１所示。

图１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分析

大学生在各种矛盾和压力的共同作用下，一旦有突

发事件的发生，在群体效应作用下，处理各方面的压力可

能会出现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压力发泄型”。在群体环境下，由于责任的

模糊性以及受到本能、传染、暗示等因素的作用，大学生群

体会表现为过激行为，如游行、罢课、罢餐等群体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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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是“压力转换型”。研究表明：适度水平的压

力与冲突会使群体内部呈现出一种自我批评式的革新氛

围。这种适度的压力冲突往往有利于绩效的提高，从而

形成群体绩效的改进［６］。

本文通过调查问卷，对大学生在群体环境下的心理

和行为机制进行分析，以期使群体性事件朝着群体绩效

的方向转化。

３　实证研究
３．１　模型构建

综合文献研究以及相关理论，将造成大学生群体事

件的原因：内因、外因以及群体效应设定为潜变量。本文

设定所涉及的观察变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观察变量的设定［７－８］

测量维度 变量 测量指数 测量指标

大学生群体事件

发生的内在原因
个人层面

Ｘ１．自我定位
人生目标或学业目标缺失；对自身期望过高，产生浮躁

心理

Ｘ２．自身特点 易动、互动、盲动

Ｘ３．人际压力 与舍友或同学相处的和谐程度

Ｘ４．信息性从众
信息性压力：信息不足或阻滞时，人们习惯于相信众人

的选择，因而产生信息性压力，出现从众

Ｘ５．规范性从众
规范性压力：人们不愿做偏离者，怕受到他人的谴责和

集群排斥的心理，导致从众

大学生群体事件

发生的外部原因

学校层面

社会层面

Ｘ６．供给需求 学科建设；教学工作；校园环境；后勤保障

Ｘ７．有效引导
忽视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创造性得不到重视；

刻板的规章制度

Ｘ８．诉求机制
大学生在一部分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缺乏回收大学生意

见的相关部门；诉求部门的回应性不够

Ｘ９．经济压力 家庭是否在经济发展中获益；对两极分化强烈的感受度

Ｘ１０．就业压力 就业难；就业歧视

Ｘ１１．政治因素 大陆对台工作满意度；中日关系；中美关系

大学生群体效应 群体效应

群体事件

群体绩效

当身边同学发起群体性过激事件以示不满或发泄压力

时，学生个体是否会参与

当身边的同学都发奋图强，将压力转换为动力时，学生

个体会如何选择

　　本文通过问卷形式对陕西省１２所代表性高校的大学
生进行了调查。问卷的设计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和学者专

家咨询两种方法。问卷共发放２４０份，收回有效问卷２１０
份，回收率为８７．５％。问卷采用李克特Ｌｉｋｅ－５进行测量，
按照１～５依次表示从与研究实际情况不符合向符合过渡。
３．２　模型假设

大学生生活在群体环境中，为了寻求平衡感，会主动

靠近、顺从群体决策，很多大学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考虑

其他人的意见或群体的要求，选择从众的行为。Ｍｉｌｇｒａｍ
认为个体遵从群体行为或许是对权威的一个社会性条件

反射［９］。基于文献研究，本文做出以下假设：

Ｈ１：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形成的内外部因素有相互促
进的作用。

Ｈ２：大学生群体效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有促进
作用。

Ｈ３：大学生群体效应对群体绩效的提高有促进性
作用。

通过以上分析，将所收集的数据带入构建的 Ａｍｏｓ结
构方程模型中，计算出适配统计量的具体数值，从模型运

行的数值可知：大学生的群体效应无论对群体事件还是

群体绩效均有正向影响作用，并且路径系数在９９％（
）的置信度下与零存在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大学生在
群体效应的作用下，不仅容易发生危害性的群体事件，也

容易产生积极向上的群体绩效，系数分别为 ０．８０与
０６８。大学生环境行为与群体效应结构方程模型路径系
数图如图２所示。
３．３　检查模型的拟合度

将调查数据代入Ａｍｏｓ７．０中运行得到表２所示的拟
合指标，通过分析，适配统计量选用 ＣＭＩＮ／ＤＦ、ＧＦＩ、ＡＧ
ＦＩ、ＣＦＩ、ＦＭＩＮ、ＲＭＳＥＡ、ＮＦＩ、ＴＬＩ指标进行衡量，如表 ２
所示。

表２　模型拟合指标

拟合指标 ＣＭＩＮ／ＤＦ ＧＦＩ ＡＧＦＩ ＣＦＩ ＦＭＩＮ ＲＭＳＥＡ
模型拟合度 １．２０９ ０．９５１ ０．９２９ ０．９８９ ０．３５９ ０．０３２

　　（１）ＣＭＩＮ／ＤＦ＝１．０２９。ＣＭＩＮ是差异的宏函数，ＤＦ
是自由度，一般认为，ＣＭＩＮ／ＤＦ小于３时数据与模型匹配
良好，因此，在本文中此项指标拟合度较好。

（２）ＧＦＩ＝０．９５１和 ＡＧＦＩ＝０．９２９。ＧＦＩ是拟合优度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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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ＡＧＦＩ是调整拟合优度指数，值越接近１表示模型的
适合度越好，本研究中两项指标均大于０．９，表明适配度
较好。

（３）ＣＦＩ＝０．９８９。ＣＦＩ是指比较适合度指标，取值在
０和１之间，当它趋于１时，说明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

（４）ＦＭＩＮ＝０．３５９。ＦＭＩＮ是最小差异值，表示数据

与模型的差异程度，完全拟合时，值为０，本文中 ＦＭＩＮ＜
０．５，拟合度较好。

（５）ＲＭＳＥＡ＝０．０３２。ＲＭＳＥＡ是平均平方误差平方
根。有学者认为ＲＭＳＥＡ小于０．０５时，模型拟合度好，本
文中的数据达到要求。

各项指标的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良好。

图２　大学生群体性事件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

３．４　验证结果分析
由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１）假设Ｈ１通过了检验，说明大学生群体事件形成
的内外部原因相互影响，成正相关，学校或相关部门可通

过控制外部因素从而影响到内部因素。

（２）假设Ｈ２通过了检验，说明大学生群体对群体性
事件的发生有正的作用，即大学生在压力过大或存在不

满时，如果有突发事件发生，则可能形成破坏性的群体性

事件。

（３）假设Ｈ３通过了检验，说明大学生群体效应对群
体性绩效的提高有正的作用，即大学生自身的压力处在

适当范围内，会在整个群体内形成竞争的良性循环，从而

提高群体绩效。

４　结论与建议
基于对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研究，为提高大学生群

体性事件控制能力，相关部门必须形成一套控制体系，才

能将此类事件的危害性降到最低。合理地控制，还可能

将危害性的大学生群体事件转换为积极向上的群体

绩效。

首先，从大学生个人层面来解决问题，即学校建立大

学生压力的监控机制，发现大学生压力过大时，提供一定

的疏导减压部门。另外，高校有必要建立起有效的辅导

机制，帮助大学生寻找切合实际的人生目标与追求。

其次，从高校角度来讲，应该建立起完善学生的诉求

机制，与学生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学生来自

生活与学习方面的需求，对于受到不公平待遇学生的投

诉，应该建立专属机构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

最后，从社会角度出发，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努力完善

大学生所面临的就业难等问题的基础上，应该使得信息

极大透明化。很多群体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由于信息不透

明，大学生又很容易受到鼓动，所以，政府及相关部门建

立突发事件的快速应对与处置机制也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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