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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了当前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大量存在的因素 , 提出学生工作应加强学

生基层组织建设 , 规范非正式小群体。

关键词　大学生 ; 小群体 ; 非正式小群体

中图分类号　 G645. 5

小群体指的是人数较少的群体。 任何一所高等学校都是由许多小群体有机构成的 , 其中

种类最多 , 最具生机活力是大学生小群体。它可分为正式小群体与非正式小群体。正式小群

体有 2类: 一类是学校通过行政手段建立起来的班级、 小组、 寝室等 , 另一类是学生自己组

织 , 经学校批准、 登记的 , 如学生社团、 协会等。 非正式小群体是由学生自然结合 , 没有经

学校批准的学生小群体。在新的形势下 , 高校加强对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的研究 , 具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1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的类型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近几年来越来越复杂 , 种类繁多 , 引人注目。 根据其成因可以作以

下划分。

1. 1　兴趣型

这类非正式小群体数量最多。青年学生兴趣广泛 , 物以类聚 , 有共同爱好或兴趣相投结

合而成群体。主要是各类娱乐小群体和学习、 科技小组。需要指出的是 , 大学生中像跳舞、 打

电子游戏、 游玩等消遣型小群体增多 , 喜欢体育明星、 歌星而产生的追星族也出现。

1. 2　地缘型

大学生以地缘为纽带结合而成的小群体。 来自同一地区的大学生有共同的文化背景 , 远

离家乡的他们会产生一种亲近感。现在 , 大学生老乡会、 同乡会及校友会颇为盛行。 据某校

调查 , 有一半左右学生参加了各自的同乡会 , 并有经常性活动。

1. 3　情感型



有的学生有相似的经历 , 共同的情感 , 情绪共鸣结成伙伴、 朋友。 这种朋友小团体 , 成

员往往三五个 , 相互间关系密切 , 甚至毕业后也频繁感情交流。 一些大学生与父母感情交流

很少 , 而在朋友伙伴中思想感情表露最充分。

1. 4　志向型

志向型小群体在高校中数量不多 , 但影响往往较大 , 在社会转型时期较为明显。 主要是

有共同信仰和共同政治价值观结合而成的群体。如一些政治性沙龙、 政治兴趣小组、 宗教徒

等。这些年 , 学生中自发形成的马列毛泽东研究小组、 中国特色理论研讨小组等都可归入此

类。

另外 , 我们也可根据非正式小群体的功能将其划分为积极型、 消极型和中间型 3类。 积

极型主要指对完成学校任务、 培养四有人才有益的非正式小群体 , 如学习、 科技小组 ; 消极

型主要指不利于校园文明建设 ,有损学生健康成长的非正式小群体 ,主要是一些违轨小群体 ;

中间型非正式小群体主要是大量的朋友小团体 , 这类消遣型小群体 , 有时显正功能 , 有时显

负功能。

大学生中的非正式小群体有的是同一正式群体 (集体 ) 内形成 , 例同一班中几个学生结

合而成朋友小圈子 , 而更多的是跨正式群体形成 ,不同班级、不同系的一些同学结合而成 , 如

老乡会和大多数的娱乐群体。有的非正式小群体甚至是校内学生与校外社会青年结合而成。这

类非正式小群体隐患较多 , 有些高校发生的群殴、 偷盗、 校外人员冲击校园事件多与这些非

正式小群体有关。

2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大量存在的因素

为何近些年来高校中会出现大量非正式小群体 , 大学生热衷于在这些小群体中互动 , 这

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2. 1　现实社会在高校中的反映

在计划经济社会里 , 集体得到强化 , 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高度一致 , 而且大家为温饱而奔

忙 , 人的需求欲望降到最低程度 , 没有非正式群体大量存在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 , 人们的

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 , 市场经济社会 , 人们的个性得到充分发挥 , 加上人们生活已由温

饱向小康迈进。按马斯洛的观点 , 人的低层次需要满足后 , 就会有高层次的多种需求。在这

种情况下 , 正式群体不可能满足人们多方面需要。 随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和市场经济社会人们

交往的日益频繁 , 满足人们多方面需求的各种形式的小群体就会应运而生。 另一方面 , 现代

社会 , 激烈的竞争和高节奏的生活方式 , 使人们的心理易受 “创伤” , 需要寻找 “心理急救

站” , 除了家庭还需从他处求得 “安抚”。 这也是现实社会五花八门小群体产生的社会因素之

一。以上这些现象也必然反映到高校中来。

2. 2　正式小群体吸引力下降

在人们心目中 , 传统的正式群体 (集体 ) 活动形式呆板 , 内容空洞枯燥 , 已经适应不了

现代社会多样化的特性。长期以来 , 我们大学生的集体活动基本上是政治学习、 开会、 布置

任务 , 或点点名 , 管管纪律 , 却没有顾及青年学生的普遍兴趣 , 而青年学生精力旺盛 , 好奇

心强 , 需求十分广泛。 由于集体满足不了他们的需要 , 他们就会自找乐趣 , 各种娱乐小群体

就会出现。而且形式单调的集体活动易造成青年学生的逆反心理 , 对集体敬而远之 , 而 “归

403　 4期　　　　　　　　　　　　宣裕方等: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探析



属感” 又促使他们寻求符合自我需求的小群体。相当数量的学生流露出大学生活单调 , 尤其

有了 “双休日” 更觉无聊 , 一些学生结伴在牌桌上、 录像厅、 游戏房中消磨时光。有的学生

承受不住太多的寂寞 , 转而就可能寻求一些刺激 , 甚至做出一些越轨的事情。

2. 3　社会风气的负面影响

当前社会上崇尚实惠 , 追求享乐 , 尤其是较为严重的不正之风 , 对学生影响较大。青年

学生尚未完全成熟 , 从众心理易使他们接受社会上一些消极的东西。例某些新闻媒介不适当

渲染 “大款”、 “明星” 们生活方式及个人奋斗史、 渲染 “江湖义气”、 侠客行为 , 这些 “参照

体”的宣传强化对青年学生有一种误导作用 , 使他们盲目认同 ,对集体无所谓 , 强调自我 , 或

者热衷于小团伙。另一方面 , 学生耳闻目睹社会上办事凭人情靠关系 , 拉帮结派的不良风气 ,

就片面认为 , 事业要成功就要学会搞好关系 , 把社会能力的培养庸俗化 , 反映在他们日常的

行为上 ,他们遇事往往不找组织而是找关系 ,找老乡 , 与他人发生冲突也是邀朋友去解决。由

于一些同学错误认为解决矛盾不如找哥儿们 , 办事情不如找关系 , 促使一些学生热衷于小团

体等非正式小群体。

3　加强大学生基层组织建设 , 规范非正式小群体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 ,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具有双重性 , 其合理性一面是可以

满足青年学生多方面的需要 , 但不可否认 , 许多非正式小群体负面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主要

表现在 ,非正式群体具排他性倾向 , 当其行为目标与集体目标不一致时容易分散集体的力量 ,

有时使学生基层组织无法开展日常工作。 在选举学生干部、 评选先进和开展集体活动时我们

会时时感到非正式小群体在起作用。需要指出的是消极型小群体的存在不利于校园文明建设 ,

有损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八九”风波前夕 ,许多高校中出现的一些反社会倾向的政治小群体 ,

是当时高校和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 , 一些高校中的偷盗、 赌博等违轨小团伙

也不时被查处 ; 老乡会、 同乡会的盛行也是弊多利少 ; 即使是朋友小圈子在平时相互间能传

递信息、 互帮互学有利共同进步 , 但涉及原则问题时 , 往往以人情代替原则。因此 , 对于大

学生非正式小群体 , 全部取消没有必要 , 关键是如何引导 , 实行标本兼治 , 使之为校园文明

建设和大学生健康成长服务。

3. 1　强化大学生正式群体的功能

在高校 , 大学生正式群体的作用十分重要。一是具完成学校任务的功能。如校园文明建

设活动的开展和规章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学生班组。二是承担稳定学校和社会的功能。如果

基层组织遭破坏 , 会发生一系列问题。所以我们说 , 学生正式群体是高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

要阵地 , 只有学生基层组织富有生机活力 , 才能吸引学生 , 增强聚合力 , 其中最重要的是班

级、 小组、 寝室。 首先要健全学生组织 , 把责任心强、 有群众基础和有能力的学生推选为学

生干部。其次引导学生基层组织制定恰当的目标 , 使全体成员为实现集体目标而努力。再次

要经常性设计集体活动 , 通过成员间不断互动 , “集体意识”才会不断加强。正式群体强化了 ,

通过群体压力 , 一些非正式小群体 , 尤其消极型群体就会失去其存在的根基。

3. 2　培植健康向上富有生机的校园主流文化

现在各高校都重视校园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对学生具很强的整合作用。 一个健康文明的

校园主流文化营造成功 , 可以抵御社会世俗化风气对大学校园的侵染 , 也可大大减少非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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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的产生或者抑制其消极作用。①校园文化建设必须认真贯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精神 ,

主流应该是集体主义。②要弘扬学校精神。现在许多高校建立和恢复了学校精神 (校训 ) , 要

广泛宣传 , 深入到学生的思想和行动中去 , 促使学生敬业爱校 , 把主要精力集中到追求知识

培养能力上来。③学校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条件和场所。学校要针对学生的特点、 热点

建立必要的娱乐场所 , 开展丰富的学术活动 , 以喜闻乐见的活动为载体 , 培养大学生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

3. 3　根据非正式小群体特性针对性做好工作

大学生非正式小群体是客观存在的 ,以往我们对其兴衰存亡顺其自然 , 危害性显而易见。

因此学生工作者要认真做好工作: ①对朋友小圈子一类非正式小群体耐心细致做工作 , 教育

他们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 , 抛弃小团体观念。 ②对学生学术沙龙、 协会、 社团等非

正式小群体要尽可能规范化 , 并有专门部门加强管理。 ③对老乡会这类消极型小群体和经常

违轨小群体要实行控制 , 对核心成员重点教育 , 逐步瓦解这类小群体的存在。④对于反社会

倾向的 “帮”、 “会” 等非正式小群体 , 发现后必须坚决取缔 , 对主要成员要追查责任。教师

和学生党员、 骨干在维护集体利益方面要起表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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