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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班级小团体现象及其引导策略 ①

吴飞燕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我国学校教育多采用班级授课制。班级人数众多，学生个性不一，难免会出现一些“小团体”。现今小学阶
段，班级小团体现象已很明显。小团体的存在有好处，但也有一定的弊端。作为教育者，应采用有效的方法引导小学生

中的小团体朝正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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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团体，又称小集体，它是同学在共同学习和生活
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普遍存在于班级内部的一种非正

式组织。这种非正式组织有其规定的规范，感情和倾向，

控制着小集体内部各个成员的行为，在一定条件甚至影

响到班级内部他人的行为。”［１］由此可见，班级的小团体

是相对于班干部组成的正式群体之外而存在的非正式的

一部分，并且这一部分占班级人数的大多数，他们有着自

己的共性。

１　班级小团体的常见类型
在小学生阶段，班级小团体现象就已非常明显，组成

小团体的人数一般是无规律的，可能是３个人，也可能是
５个人不等。小学生中常见的班级小团体的类型主要有
４种：（１）相互依赖型。任何一个小学生都需要自己的朋
友，他们一起玩耍、学习，相互依赖，共同成长，时间久了

就会有自己固定的朋友圈，此类型的小团体凝聚力十分

强。（２）一人主导型。由一个年龄稍大或某方面较强的
学生主导，其余的小学生被领导，此类型的小团体中起带

头作用的小学生一定要发挥其积极作用，否则班级会变

得很难管理。（３）学习互动型。“由几个学习积极性较
高，且私人感情较好或有地缘关系的同班同学组成。”［２］

他们在学习上互帮互助，共同提高自身的学习能力，此类

型小团体对其成员在学习方面的作用可能比教师对他们

在学习上的影响还要大，是非常值得提倡的。（４）兴趣爱
好型。“这类小团体是由于成员间具有相同或相近的兴

趣与爱好，如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球类、棋类、集邮等

爱好，将大家相对集中在一起的。”［１］当然，也有以打架或

其他不良方面而形成的小团体。小团体造成班级情况复

杂，给班级管理带来一定难度，班主任一定要注意区分，

扬长避短，把班级优势发挥到最极致。

２　班级小团体的形成原因
不同地域、不同学校、不同年级、不同班级的小团体

其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小学生不同于其他阶段的学

生，其班级小团体形成的原因主要有３点：（１）出于从众
心理。小学生年龄还很小，无法辨别事情的好坏。当看

到他人三五成群的时候，他们自然而然就会凑过去。也

许无特定目的，只是跟从大众。别的小学生如何选择，他

们就如何选择，有一定的盲目性。从某一方面来说，如班

级中某个小团体是以坏学生的形象出现，那么，很可能班

级中其他学生会因为不明辨是非、跟风而因此被带坏。

（２）不想被孤立。每一个人生活在一定的环境中都需要
被他人关注，需要陪伴。对于缺乏安全感的小学生来说，

就更需要别人的关心。如果小学生在班级中有自己的圈

子，这对他们的性格等各方面发展都有一定的好处。据

了解，在班级中被孤立的对象多半是那些性格内向或成

绩特别差的学生，他们没办法被班上的任何人接受，所以

他们总是一个人，长此以往会变得很孤僻。而受欢迎的

对象多是开朗外向或成绩好的学生，他们常有一大群朋

友。可以肯定，很多小学生小团体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

因为他们需要彼此的关爱，不想被孤立，所以大家聚在一

起，相互关照。（３）有相似的性格或共同的兴趣、爱好。
有着相似性格或共同兴趣、爱好的学生最容易形成小团

体。交流是促进感情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有共通点的

学生彼此之间有较多的共同话题，久而久之，他们就会感

情深厚，形成了大家眼中的小团体。

３　班级小团体的特征
小学生的年龄大多集中在６～１２岁，这个阶段的孩子

在心智等各方面都不太成熟，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小学

生迫切需要被他人认可，他们容易感到孤单等。正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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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太多和其他年龄阶段不相同的方面，所以他们形成的

小团体有自己的特征。（１）自发性。小学生班级小团体
不是由某个人有目的组织起来的，而是他们感情好或由

于在某一方面相似，大家经常相互玩耍而自发形成的。

在他们的小团体中，没有很正式的规范制度，一切都是在

自然而然中形成的，是大家默认的。（２）不稳定性。严格
来说，没有任何关系是稳定的。只是和高年级的学生相

比，小学生班级小团体之间的关系特别不稳定。他们可

能今天和小团体中的某一位闹矛盾，于是明天就加入另

一个小团体中。这种关系随时都面临着分分合合，其实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小学生并不能完全明白友谊的含

义，他们都只是在找玩伴。能玩在一起的就是好朋友，这

就是他们的世界。（３）多样性。小学生班级小团体有多
种类型。小学生们因为不同的原因凑在了一起，呈现了

不同的形态。（４）可塑性。小学生还处于懵懂阶段，他们
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所以很多事情还需要教师和家长的

引导。在小学生班级小团体中，难免会有一些影响不好

的小团体，他们也许是想通过某种方式引起老师对他们

的重视，对于这样的小团体，教师可慢慢教化他们，让他

们逐渐朝好的方向发展。

４　班级小团体的作用
在小学生班级中，小团体占的比例是较大的，他们的

作用不容小觑。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地说小团体就是个

人主义，是不好的，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小团体的

作用也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

４．１　积极作用
“班级中的小团体，绝大多数对班集体的影响是积极

的。即便是那些‘破坏型’的小团体，也存在可以利用的

积极因素。对小团体的引导，要尽可能地调动和挖掘其

积极因素，为班集体建设服务。”［３］总的来说，其积极作用

主要体现在３个方面：（１）有利于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发
展。小学生处在一个小团体中，他们可能并不是班干部，

他们展现自己价值的机会就是加入小团体中，和大家一

起学习，一起玩耍，表达自己的意愿，尽情地释放自己的

天性，寻找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健康快乐地成长。（２）有
利于满足小学生的情感需要。小学生在情感上是十分依

赖他人的，如果教师或家人给予不了他们情感上的关怀，

他们就会变得害怕。小团体就能够给予小学生情感上的

需要，他们年龄相仿，知道彼此的需求，成员彼此互帮互

助，互相关心，给予彼此温暖，做彼此情感上的依靠。（３）
“它是联系个体与集体的纽带，是沟通个体与正式组织的

桥梁。”［１］班干部是班级中被承认的正式组织，他们可以

与老师直接交流班级情况，有一定的发言权与管理权。

小团体是班级中起中介作用的非正式组织，小团体内部

有很多的个体，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小团体又是一个小

集体。在联系个体与集体以及小集体与小集体之间的相

互关系时，小团体的作用极其重要。班干部在管理班级

时，可以通过发挥小团体的积极作用来引导其他同学或

其他小团体共同完成，也可加强班级成员的内部交流，提

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４．２　消极作用
尽管小学生班级小团体有上述积极作用，但如果教

师在某方面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小团体就会产生很大的

消极作用，班级会变得很散漫。其消极作用主要表现在２
个方面：（１）“班级内部的小团体容易对班级产生一定的
抵触情绪，甚至形成与班委会相对立的群体力量。”［４］班

级小团体数量众多，有时如某一件事情班干部们没有安

排好，就会有较多的人抵触。小团体的不配合让班级工

作很难开展，可能还会形成一股很强势的对抗力量，这对

于班级的团结或班级学生的性格、学习等负面影响大。

（２）容易形成拉帮结派的趋势。小团体虽然在某些意义
上不能称之为帮派或小集体，但如某些小学生故意在班

上拉同学进自己的小团体，就会形成一定的小帮派。教

师在平时一定要多关注班级中的小团体，一定要分辨出

小团体的性质，以防这种趋势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

５　引导策略
第一，要善于利用优秀小团体的积极影响，带动其他

小团体的进步。在班级中，每个小团体形成的类型不一

样，其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如果班级中存在学习型或

兴趣型小团体，教师一定要多加鼓励，要其他的学生向他

们学习，必要时可对他们进行奖励；向优秀的小团体看

齐，班集体成员一起进步。

第二，要全面了解小团体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教师一定要对自己的班级有很全面的了解，知道每

个学生的个性和交际圈。某些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因

胆子小，受到不良小团体的威胁而被迫加入。这个时候，

教师就要区分清楚，这个成绩好的学生到底是真的变坏

了还是身不由己。还有一些小团体，刚开始时是比较积

极上进的，但由于某些有坏习性的成员的加入，导致小团

体的性质慢慢发生变化。教师必须在这些小团体刚开始

发生变化时就采取措施，比如进行思想教育或用其他方

式引导，以防他们的情况越变越糟。

第三，多开展一些积极的有利于促进小团体相互关

系的活动。譬如，教师可多利用游戏来促进班级学生的

关系。这个方法，对于班级中的小团体也是适用的。“在

开展各种活动中把属于不同小团体的学生编在一个活动

组里，增加不同小团体的同学之间的交流的机会。”［１］学

生能够在别的小团体的成员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从他

人身上看到自己的不足，也能发现彼此的共同之处，这

样，在游戏结束后，他们也许会拥有新朋友。“长此下去，

每个同学都可能是这个小团体的一员，又是另一个小团

体的一员，这样整个班级实际上就会成为一个大的、不可

分的团体，全体学生的整体意识也就基本形成了。”［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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