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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特指一定数量的高校学生由

特定的矛盾引起" 为表达共同的目标而临时聚集在一

起"集体实施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过激行为事件% 这里

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与集群行为有一定区别"而群体

性事件更多强调对公共秩序的危害性和其行为的违法

性"其常见的表现形式有&集体罢餐'罢课'静坐'游行'

示威等% 近年来"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频发"正值高校建

立和谐校园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高校面临着一个严峻

的挑战(((如何处理大学生与群体性事件之间的关系%

一$群体动力论对研究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借鉴意义

!一)群体动力论的含义

群体动力论!*+,-. /0123456)也称*团体动力论+"

是德国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 -7-+8 9:;41)!'$'年首

次提出<!=

"其研究对象是非正式组织%勒温认为"行为是

由人->)和环境-?)同时决定的"其表达式为&@AB->"

?)"@表示个体的行为"B表示某种函数或关系"其表达

式解释了个性特征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是个体行为的

主要影响因素% 换句话说"团体构成一个场"在群体环

境中"每个成员都彼此影响"个体行为不仅与自身素质

有关"还与他所融入群体的环境有关%个体与群体的相

互影响"构成了群体行为的动力%

-二)群体动力论的研究意义

群体动力论对研究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意义重

大" 从社会环境的维度去分析群体环境与个体行为之

间的关系是群体动力论的关键" 它能有效地解释高校

学生群体性事件中出现的责任扩散'从众等现象"能更

充分的揭示高校学生在群体动力的相互作用下" 其思

想和行为产生变化%根据群体动力论"对高校学生群体

现象进行动态分析" 可及时发掘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的特点" 深度探究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诱因及有效

预防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另外可借助群体力量"发挥

群体效用来建立和谐校园" 因此基于勒温的群体动力

论来探讨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是有必要的<(=

%

二$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诱因分析

杜威曾说"将问题明确地提出"就等于解决了问题

的一半% 现阶段高校学生发生群体性事件是学生表示

不满情绪的一种过激的表现形式" 主要涉及到国内外

政治'社会矛盾'学校管理等因素% 从群体动力学的视

角来看"他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凝聚在一起%因此"明确

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主要诱因" 为预防群体性事

件做准备%

-一)网络是高校群体性事件的催化剂

互联网的快速兴起和蓬勃发展推进了高校信息化

的进程"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人际交往和思维方式相应

的被改变" 近年来高校不断发生与网络有关的群体性

事件"印证了麦克卢汉-C2+6D2EE C59-D21)提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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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方式 使用率!&"

信息获取
搜索引擎 %'()*

网络新闻 %%(+*

交流沟通

博客 ,-()*

电子邮件 %$('*

社交网站 -*(,*

论坛.//0 1*2'*

即时通信 %%2,*

#媒介即讯息$思想%相关研究表明&网络舆情是导致高

校学生群体性事件发生和扩大的'催化剂(

3)4

%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56675"统计&截止

!**+年 #!月&中国青少年!#%8!'岁&大学生正处于这

年龄段" 上网规模达到 $2+1 亿人& 占网民总数的

1*2,&% 某数据也指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高校学生

网民占 !12$&&约 *2%1亿人3'4

*上网时间增长&大学生周

上网为 $%2-小时&大部分时间主要是用于信息获取和

交流沟通!如表 $"+ 数据表明&大学生群体是网民最活

跃的群体之一& 该群体上网时间长& 网络应用频率最

高%各种观点交织的虚拟环境中&个体容易自我同一混

乱&产生与自己想法不一致的观点%如某高校制定了学

生宿舍严禁使用大功率电器& 随后管理人员没收大量

电器&此行为引起学生的不满&于是在校内网发帖&呼

吁全校学生进行抗议& 这种做法可能与个体的单独时

的想法完全不一致&由于网络向外传播的速度快,广度

宽&从而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网络对学生群体性

事件的扩散,蔓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主体同质性高是高校群体性事件的核心因素

$!学生生理素质的特殊特征

就自身发展而言&大学生正处于人生中#第二次心

理断乳期(&这阶段是心理的矛盾期&其特点-情绪化,

激昂,遇事易于波动,反抗等*就群体氛围而言&大学生

长期生活在人口集中的环境& 学生之间的思想意识和

情绪都会或多或少受到影响*就承载的压力而言&他们

面临就业,学业,爱情等压力&在特殊的环境下他们易

采取过激的手段*就社会责任意识而言&他们现阶段文

化层次高&是政治敏感的特殊人群&但社会责任意识薄

弱&自制力弱&难以明辨是非+根据群体动力论分析&高

校学生个体的思想意识易受周围人的情绪所感染&为

他们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形成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因此&在群体的影响下&高校大学生容易盲目地卷入群

体性事件+

!!学生参与者的心理现象

首先&去个性化+去个性化的主要特点-匿名性,无

组织性,责任模糊性+ 大量研究表明&去个性化与侵犯

行为有密切联系&在群体的保护下&学生个体易做出反

常规的事情+ 群体动力论中指出每个群体都有格式塔

的特征& 他们是一个整体& 个体成员与群体是相互联

系&形成一个场&这个场的动力能改变一个人的想法,

行为&做出与个体相悖的行为&且这种行为极易感染群

体当中的其他成员+比如在学生群体罢课,罢餐瞬间很

少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应承担责任+ 在学生群体环境

中&他们易产生法不责众的思想&把责任分散给众人&

因此&在高校学生群体闹事的环境下&犹如#三个和尚

没水喝(的现象&易陷入集体无意识中&做出非理性的

行为&加剧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其次&从众心理+从以往的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来

看&从众心理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影响因素+群体

动力论研究表明& 高校学生处在思想感情一致的群体

中&容易被群体的情绪感染&产生从众等心理特征&学

生个体行为受群体行为影响& 其举止或多或少属于筑

室道谋&个体意见不一致时&会做出意见与群体成员的

意见趋同&以减少脱离群体的压力+ 这样就形成#众人

拾柴火焰高(的气势&使高校学生群体凝聚力更强&出

现 $9$:!的现象&推动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最后&失衡心理+现阶段高校学生发起的群体性事

件主要是高校管理, 社会问题和国内外政治矛盾等引

发部分学生群体失衡心理支配下而表现出对高校,社

会和政府不满情绪的一种过激发泄& 这种不满情绪又

迅速感染到其他学生+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是天生的

政治动物(&对于高校学生来说&他们更具有这番激情

与抱负+ 如中国学生抵制法国家乐福&以及 !*$*年 )

月 '日发生的全美各地学生示威以抗议当局政府削减

教育预算& 说明高校学生对当下国际做法及政府颁布

条例的一种心理不平衡+

!三"教育职能是发生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

个性化和社会化在教育职能中占重要成分& 纵观

教育发展历史&夸美纽斯,卢梭等人尊重天性,以人为

本的自由发展思想以及康德的#个人意志的自律自由(

为教育的最后目标314

&可见&追求教育个性化和社会化

一直受到重视+ 笔者认为对高校学生的群体性事件应

从双向维度去作判断&即历史维度和道德维度+从群体

动力论的角度来看& 一个人的思想与他所在的环境有

密切联系& 大学生的个性和想法也与他所处环境相适

应&他们追求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从历史维度看&数千

年以来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无不推动高校, 社会的发

展&促进学校和社会的改革*从道德维度来看&大学生

的群体性事件是在众多不满的情绪下发展起来的&极

富情绪性和现实性+因此&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影响

应辩证地去分析&还原其教育职能的本质3-4

+

表 ! 各互联网在我国大学生中的使用率

数据来源!!""#年中国青少年上网行为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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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群体动力论对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的启示

勒温有句名言"好理论#最实际$%以理论知识为导

向% 着手分析高校大学生群体性事件的诱因% 联系实

际%从中得出启示%为更好的预防学生群体性事件做准

备%做到超前防范%及时处置%当务之急就是运用群体

动力论来解决当前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一(掌握校园网络舆情%注重网上)生态教育$

*处置突发性事件最关键的环节是情报信息反

应+$

$%&加强高校群体性事件情报信息工作%需建立高效

的情报信息网络% 情报信息网络的工作应落实到各个

院系%融于一体%随时关注学生举止%及时掌握校园网

络舆情&大学生对某话题的认知大部分来自网络%借助

网络为载体%正确与不正确的舆论很快达成一致%造成

公众舆论%学校问题,社会矛盾就会跨越时空出现吉登

斯所言的"脱域$现象+ 因此%高校及时关注网络舆情%

掌握事情的本质和来源% 积极地在校园网上发布最权

威的信息-另外%高校应注重网上的"生态教育$%及时

地"防毒$,"消毒$-在校园网上创办健康社区%学生可

以借此自由探讨%在群体氛围中改变个别偏激的想法+

在净化的网络空间里%学生会健康地使用网络%理性地

接受舆论新闻+ 这样有利于教育和引导大学生健康成

长%最终成为建设和谐校园的重要保障$'()&

+

'二(情感的交流%提高大学生的认知能力

"感人心者%莫先于情$%有效地与学生沟通%是高

校建立和谐校园的必要工作+ 大学生认知的偏差易导

致过激行为% 因此做好学生的心理工作关系到高校的

和谐,稳定+学校思想教育工作者应掌握大学生自身的

成长特点%心理素质+ 拓宽学生的表达和宣泄渠道%设

立公开投诉电话,公开的校领导邮箱%让学生及时的将

学校管理和教学设置等及时得反馈给学校%另外%日常

工作中%高校可以通过广播,讲座或思想政治课等途径

将正确和权威的信息传达给学生% 引导学生认识大学

生发生群体性事件的危害性% 从而不断提高学生们的

思想觉悟和道德水准+

'三(充分利用学生团体的作用

预防高校学生群体性事件% 学生团体起着重要的

作用+ 在高校内%学生团体主要包括学生会,学生督导

和学生社团等+ 学生团体借助与大学生有同质性的优

势特点%与大学生达成"心灵共振$%引导他们正确处理

问题的意识%改变个别偏激想法+学生团体可以组织中

小型讨论会,聚餐,晚会及以宿舍为单元的走访%谈心+

根据群体动力论分析%一个团体的存在%能够满足人们

的生存需要,安全感,归属感,社会支持等的需要%同时

群体的价值标准,行为规范,心理环境也会对个体产生

压力+ 因此%利用正面的群体压力%有利于人们的行为

规范%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善

于利用学生团体形成一种良好的态势% 并借助于群体

压力%逐渐地转化那些处于思想矛盾的高校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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