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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级是实施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班级管理对于班集体中每一位成员的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辅导员是

大学班级管理的主体，应该意识到班级管理的重要性，并结合学生实际发展需求，积极探索更为高效的

班级管理理念和模式，提升班级管理水平，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班级氛围，促使班集体中每一位成员都可

以得到更大的进步和发展。根据教学实践表明，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渗透，能够为大学辅导员的班级管理

工作提供全新的视角和方向。鉴于此，本文首先对大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并从必要性

和策略两个方面对心理学理论在大学班级管理中的渗透进行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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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lass is the main place to implement teaching activities. Class managemen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every member of the class. Counselors are the main body of university class 
management. They should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management, actively explore more 
efficient class management concepts and model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tual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improve the level of class management, create a good class atmospher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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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mote each member of the class to make greater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asonable penetra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can provide a new perspec-
tive and direction for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In view of this,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shortcomings of university class management, and briefly analyzes the penetra-
tion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university class management from two aspects of necessity and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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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完善，各行业领域对于现代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呈现出持续

增长的趋势，同时也对现代人才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校作为我国专业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

需要及时转变人才培养理念，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作为重要人才培养目标。面对这一全新的人才培养

形势，传统大学班级管理理念和模式的弊端也日益凸显，为了进一步推动大学班级管理的改革创新，大

学辅导员必须要树立起全新的班级管理理念，并积极将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引入到班级管理实践中。

心理学理论的合理渗透，可以帮助辅导员在班级管理工作中更加准确地把握学生的心理，并对学生的心

理动态进行监测，结合学生的实际发展需求，调整班级管理方式，进而有效提升班级管理的效率和水平，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创设一个良好的班级环境。 

2. 大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不足 

(一) 辅导员与学生缺乏交流 
虽然目前高校都会为每个班级配备辅导员，负责管理班级事务和教学工作，但由于多数辅导员都具

有双重身份，即他们不仅是班级的管理者，同时还是专业课教师，身上承担着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1]。
很多大学辅导员认为，大学生已经成年，没有必要对他们进行过多的管理，因而会将工作重心放在教学

和科研工作上，至于班级管理要么就是安排教学任务，要么就是交给班干负责，自己很少会与学生主动

沟通和交流，导致一些班级问题得到及时反馈和解决，进而影响到班级管理的效果。 
(二) 大学生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 
由于大学与高中教育不同，每天的课程安排较少，大学生多了很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很多学生会选

择利用空暇时间用来睡觉、娱乐或交友，几年下来，形成了自由散漫的学习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我们

经常会听到大学生抱怨“大学生活太空闲了，几年下来什么都没学到[2]。”这些毕业生在今后进入到社

会，面对就业岗位时，往往会手足无措。而出现这些现象，不仅大学生自身需要反思，作为班级管理者

的辅导员更是需要反思。如果在大学期间辅导员可以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引导他们树立起明确的人

生目的，制定好职业规划，会让他们的大学生活更具目标，这对于学生今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三) 班级管理未能形成合力 
大学班级管理光靠辅导员一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学校、家长、班干、班级的每一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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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的全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但就目前大学班级管理情况来看，各方力量尚未形成合力，甚至都在往不同

的方向使劲，导致班集体缺乏凝聚力，犹如一盘散沙。而作为班级管理主体的辅导员在日常班级管理工

作中也不注重多方资源和力量的整合，往往是布置一个任务，然后让学生自主完成，难以形成班级合力

[3]。并且这样的管理方式也会使得学生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每个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很少会管班

集体的荣誉，进而给班级管理造成不利影响。 

3. 大学班级管理中心理学理论渗透的必要性 

(一) 创建良好班级环境的需要 
在以往的班级管理中，辅导员更多的是将管理重心放在学生管理和教学管理上，对于班级环境的创

建很少进行关注。实际上环境对于学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友好的班级环境往往可

以给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带来“正能量”。在心理学理论中是非常注重环境营造的，在心理学理论指导下

的班级管理中，要求班级管理人员应将班级环境的创建作为重要内容，并结合学生的心理特征和需求，

创造积极良好的班级环境，这样才能获得理想的班级管理效果[4]。在心理学理论中环境创建包括人区域

和兴趣区域两个方面，其中人区域环境的创建要求教育人员应尽可能多的在教室内走动并与学生建立情

感交流，扩大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兴趣区域环境的创建，要求教育人员应结合学生的兴趣爱好，不断改

善兴趣区域的设计，提升学生使用该区域的积极性和效率。 
(二) 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需要 
班级管理离不开各种班级制度和规范的制定，但这些制度和规范制定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服从他人

的管理，而是为了协助学生实现自我管理。如果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辅导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是一意

孤行，不鼓励学生参与，不取得学生的配合，自然无法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所创建

除了的学习环境也必然是与学生实际发展需求不符的。因此，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辅导员必须要注重与学

生的情感培养，鼓励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活动中并在这一过程中所实现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5]。但在实

际的大学班级管理中，学生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和能力较差，这都与学生不明白活动的意义和参与结构有

着较大关系。为此，教师则可以将心理学理论渗透到其中，准确分析和把握学生参与活动的心理，并在

每次活动前讲明活动的目的、内容和规则，同时监督学生完成活动任务，并在每一节阶段予以反馈和评

价，促使学生对班级管理活动始终保持着较高的积极性和参与度。 
(三) 保护学生自尊心的需要 
虽然大学生已经成年，但他们的社会阅历相对较少，再加上心智尚未完全发育成熟，在学习和生活

中难免会出现各种错误。面对学生的犯错，辅导员必须要采取合适的方式方法，既要在不伤害学生自尊

心的情况下，又要让学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明确改进方向。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应善于利用心理学

理论，对学生的犯错心理进行准确把握，并采取学生最能接受的方法对学生进行教育，即便是必须要采

取惩罚措施，也应避免采取一些严重伤害学生身心健康的方式，保证惩罚的结果给学生带来的影响是积

极性。 
(四) 师生有效交流的需要 
教师和学生是班级的主体，在进行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只有这两个主体相互交流，形成良好的交互关

系，这样才能使得班级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进而获得良好的班级管理效果。但在

以往的大学班级管理中，辅导员和学生之间缺乏有效交流，进而影响到班级管理的实效性。在心理学理

论指导下的班级管理中，要求辅导员应注重与班集体成员的互动交流，通过移情式倾听的方式，了解学

生内心的真实想法，及时发现学生的问题行为，并对了解诱发学生问题行为的原因，共同找到问题解决

的策略，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6]。另外，对于一些情节比较严重的学生问题行为，并且在教师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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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行为进行处理后发生冲突的，辅导员则需要及时与学生进行交流，并找到双方都赞成的解决方式，

及时化解冲突，以免学生对班级、对学习、对教师产生不满情绪。 

4. 大学班级管理中心理学理论的渗透策略 

(一) 渗透公平理论，营造良好班级心理氛围 
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创立了公平理论，在该理论中提出影响人们工作动机的因素除了所得报酬的绝

对值外，同时也会受到报酬相对值的影响。简单来说，当一个人将自己投入和所获得的报酬比值，与自

己条件相当的人进行比较后，差别不大，则会感受到公平感，反之则会感受到不公平感。将这一理论运

用到班级管理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充分肯定全体学生在班集体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学生都感受到公平感，

则会形成一个良好的班级心理氛围。因此，高校辅导员应加强对这一方面的研究和重视。首先，与中小

学身心相比，大学生的心理更加成熟，并且在学习模式、学习特征和自我管理方式上等方面也存在较大

的差异，辅导员在创建班级环境时必须要意识到这一点，并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开放、民主的班级环境，

让学生都可以得到平等的自我展示和自我发展的机会，消除学生的不公平感；其次，经过多年的学校教

育，大学生对于学生应遵守的规则以及各项班级管理活动的程序已经非常熟悉和了解[7]，因此，班级管

理的各项规定和程序应由学生主导完成，辅导员只需要做好指导和监督的工作，让学生可以充分感到受

信任和肯定，影响出良好的心理氛围；最后，在一个班级中如果“不公平”的情绪蔓延，则会给辅导员

班级管理工作的开展带来较大的阻力，而奖助补贷是学生看待公平的主要窗口，如果辅导员可以做好这

一方面的工作，则可以有效驱散班级中“不公平”氛围。在评比的过程中，相比较于自己得到了什么，

学生会更加关注他人得到了什么。而大学生具有情绪化多于理智化的心理特征，因此，辅导员应抓住学

生的心理，通过前期主体班会铺垫，中期公开评议，后期全员监督等方式，确保评比的公平进行，消除

学生“不公平”情绪。 
(二) 运用社会影响理论，促进班级管理 
著名心理学家拉塔纳提出了社会影响学理论，在该理论中提出他人的数量、重要性和接近性是来自

他人社会影响的三个重要因素。而社会影响会对人类的行为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影响程度上来看，可

以将受影响行为分为从众、顺从和服从三个层次。因此，高校辅导员也可以运用社会影响理论，科学的

管理班级。在传统班级管理模式中，虽然可以让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管理权，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

和管理，也极易让学生各自为政，缺乏集体意识，难以形成班级管理的合力。这就要求大学辅导员应对

这一问题引起重视，并利用社会影响心理学理论，激发和调动学生的团队心理，增强班级凝聚力，形成

强大的合力。首先，在班级管理中，辅导员应将学生作为班级管理的主体进行自主管理，满足学生高度

参与班级管理心理需求，并让他们在各项班级管理活动中展现自我、实现自我价值[8]。其次，辅导员在

班级管理中，应最大限度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并引导学生站在班集体的角度去分析和考虑问题，

通过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班级利益相结合，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再次，辅导员应采取分工合作的理念，

将班级管理事务进行细分，并交由不同的班干负责和完成。在面对大型班级活动时，辅导员则需要整合

各班干的力量，形成班级合力，提升班级管理水平。最后，辅导员应善于利用学生竞争心理，增强学生

的集体意识。比如，辅导员可以联合专业内的其他班级，经常开展一些评比、竞赛等活动，以此来激发

学生的集体意识，增强班级凝聚力。 
(三) 运用人际关系心理理论，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 
对于多数大学生而言，大学是他们真正离开家庭进入到集体生活，当五湖四海、性格迥异的学生一

起生活时，难免会出现各种人际交往问题，尤其是宿舍成员之间。由于每个宿舍成员的生活习惯不同，

在相处的过程中，经常会发生一些磕碰，如果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将会给大学生的在校学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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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造成较大的影响。但在以往的班级管理工作中，辅导员是很少关注学生的人际关系的，多是对学生

的在校行为进行约束和管理，很多学生由于缺乏情感交流和人际关系的指导，造成人际关系紧张，甚至

还会由此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因此，在大学班级管理中，辅导员必须要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并利用人际关系心理学理论中的自我价值保护原则，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和看待身边的人际关系，减少学

生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另外，针对学生之间的冲突和矛盾，辅导员也应运用人

际交往心理学知识，对学生的心理进行分析，并运用相互新原则、交换性原则、相容原则等人际关系原

则，处理好学生之间的矛盾，让学生可以和睦相处，在大学期间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9]。最后，在班级

事务的管理中，辅导员也应灵活的运用心理学原理，建立起良好的师生关系，获得学生的认可与信任，

这样一来，班级管理工作自然也能事半功倍。比如，在人际关系中，每个人都渴望得到他人的关注和认

可。辅导员则可以抓住学生的这一心理特征，在日常管理工作中，予以学生充分的尊重和信任，并多用

一些鼓励和赞扬的语句，营造出一个良好的情感交流分析，让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真切关怀，促使学

生对自身产生信服感和亲切感，构建起良好的师生关系。 

5. 结语 

综上所述，大学生班级管理是一项非常繁琐的工作，想做好这项工作，对于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因此，大学辅导员必须加强对这一方面的重视和研究，并准确把握大学生心理，将心理学

理论与班级管理相结合，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实现对班级管理模式和方法的创新，为学生营造出一个良

好的班级氛围，促使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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