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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群体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体心理学在社会实践中对人们的认识和思考有很大的影响，大学生

每个人都存在于大学不同社会群体中，心理状态受群体影响，与新思想、新事物密切相关，具有非常重

要的研究价值。受群体心理学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影响非常大，在实施思想

政治教育的过程中网络平台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媒介，如果运用好大学生的群体心理，这将有利于大学思

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因此，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应受到教育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要针对他们的群体心理

特征加以引导。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关注到大学生的群体心理特征。思想政治教育朝着网络

化发展必须根据其群体的心理特征来引导，从而使其更具有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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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group psychology has a great impact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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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thinking in social practice. Each college student exists in the psychol-
ogy of different social groups in the university,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new ideas and new 
things, and has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valu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roup psychology, ideologi-
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the way of thinking of col-
lege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network 
platform is a very effective medium. If the group psychology of college students is well used, it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refore,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widely concerned by educators and 
guided according to their group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ref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group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wards network must be guided according to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ts group, so as to make it more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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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社会，没有人能够独立于群体之外。联系具有普遍性，人人都在联系中。群体成员之间的活动

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因为这是人类存在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状态。其中大学生群体心理是本文需要

研究的，大学生在与周围老师同学相处的过程中势必会受到群体心理的影响，为保证大学生群体不被错

误风气影响到，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必须要做的事情。2019 年 3 月 18 日，总书记在学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

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022 年 4 月 25 日，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

察时明确指出“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教育工作者应依据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借助网络平台制定网

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策略。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先对大学生群体心理进

行分析，然后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这把“利刃”培育大学生优良的思想道德品质。 

2. 大学生群体心理分析的理论基础 

对大学生进行群体心理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心理学研究历史中，群体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

的一个重要分支，群体心理学中有重要影响的有法国群众心理学家吉布里尔·塔尔德、古斯塔夫·勒庞

的群体心理理论以及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力多比”理论，这些基本构成了群体心理

学重要理论(马广超，2015)。在大学生群体中由于正确三观尚未形成，个人模仿群体的事情屡见不鲜。群

体心理学的创始人古斯塔夫·勒庞在其著作中首次分析群体心理特征以及群体行为的作用，他得出群体

力量不容小觑。而弗洛伊德则阐述了他集体心理学的两个核心概念——“情绪联系”和“认同作用”。

他将家庭关系看作是其他所有群体关系的一个原型，将父亲比作群体领袖，在群体领袖的影响下，群体

内的成员之间会产生暗示和感染现象。同样，在大学生群体中也会产生群体领袖，而且群体领袖的在这

个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对大学生群体心理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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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学生群体心理相关概念 

3.1. 群体心理的概念 

勒庞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这本书中指出人只要在一定的条件下融入某个群体之中，个人

的意识就会丧失，而群体的思想就会占据主导地位。在群体心理学中，群体就是指由很多拥有相同特点

并且互相有联系的个体组成的一个共同体。而群体心理则是指在平时活动中群体成员们所一起拥有的相

同点，有与其他群体不一样的行为、观念和态度的总和，这是一种群体内成员共同的心理现象，它是和

个体心理有着极大区别的社会心理。 

3.2. 大学生群体心理 

群体成员有很多种构成方式，可以根据年龄结构、能力结构、性格结构等将群体进行划分，因此，

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是大学群体划分最常见的两种形式。学校负责组织构建大学生中的正式群体，在

学校的正式群体中大学生有着清晰的责任和义务，各司其职。 
而基于学生的个人兴趣、兴趣、共同经历、家庭和其他共同的群体要素构成了非正式群体，而不是

依靠学校组织构建，这与正式群体恰恰相反。老乡群、社团、兴趣小组等这些就是典型的非正式群体代

表。由于大学生处于不同的群体之中，群体成员的个人特征逐渐弱化，逐渐开始有统一的思想、情感、

兴趣和对他人的认识，表现出以当代大学生为代表的群体心理。 

3.3. 大学生群体心理特征 

3.3.1. 认同心理 
大学生的认同心理主要有对认知的认同、对情感的认同、对价值的认同以及对意志行为的认同。第

一，认知认同。认知是认同的基础，要先有认知才可以进行认同(李成宏，陈洋，2019)。第二，情感认同。

大学生的认同心理不仅深入到感知层面，还深入到情感层面。第三，价值认同。以价值认同为核心是大

学生群体的一个显著特征，大学生的思想和文化认同是否正确很重要。大学生在群体中会无意识的接受

其他群体成员的价值观，因此会显示出认同心理。第四，行为认同。这是一个由意识主动控制和调节内

部意识到外部行为的过程。大学生群体的意志行为认同就是从情感层面的认同转化为行为上面的认同，

通过实际行动表示认同。 

3.3.2. 从众心理 
这是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学生个人表现出来的失去理智符合群体观念或舆论导向。大学生在学

校中处在一些正式群体和非正式群体中，当对所在群体产生绝对信任的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从众心

理。大学生的从众心理有双面性。当从众心理行为被正确利用时，群体成员会相互学习对方优秀经验，

完善自身水平，提高自身能力，开拓视野，锻炼自己全面看待问题的能力，从而形成正确的三观。当大

学生被从众心理错误的引导之后，每个同学不能够正确客观理性的看待自己，会出现盲从的现象。 

3.3.3. 同侪压力 
同侪压力意思就是在群体中比较相似的一些人之间容易形成一种隐形的心理压力，这是在群体中成

员个体能够感受到的，会使得成员改变自己的价值观、态度或者行为举止去遵循群体准则。大学生的同

侪压力心理则是指在同辈群体中，大多数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取向产生了无形的力量，群体成员和大多数

人一致。同侪压力也就是平时会说地同辈压力，相信大多数人都从父母长辈口中听过“别人家的孩子”，

所谓“别人家的孩子”其实就是同侪压力，这主要是基于同辈之间的比较和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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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学生群体心理现状 

4.1. 现状 

4.1.1. 正式群体影响慢慢减弱 
大学生更加重视自身利益而不在乎集体利益，集体荣誉感影响越来越小，这主要是由于西方思想的

影响加上互联网技术的告诉发展，享乐主义成为年轻人口中的“主流”(祝永莉，杨福林，2021)。马克思

曾说道：“享乐哲学一直只是享有享乐特权的社会知名人士的巧妙说法。”由于正式群体具有强制性，

所以当群体利益小于个体利益或者当群体利益与个人无关时，个人利益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集体利益大

于个人利益或者集体利益跟个人利益完全不挂钩时，个体成员就会降低参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且保持

中立甚至是消极态度。如果群体的活动最终不能给个体带来利益或者有利影响，这就会造成群体对个体

的影响慢慢变小。 

4.1.2. 非正式群体影响慢慢增强 
因为人们自身交往需求因此会自发产生非正式群体，而且非正式群体近年由于新媒体的发展呈现出

蓬勃发展的趋势。微博、微信、小红书等各类社交软件上的同乡群、校友群或者校园超话就是对这个概

念最好的解释，进入大学之后学生们会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加入不同群体，这些群体有时会组织线下活

动让群体成员共同参与，这就给群体成员相互认识结交的机会，成员因此扩大自己交友范围。例如，在

抖音平台上去年有一条很火的视频，视频内容是一个大学生街头采访小组，在一个周五晚上在某高校操

场附近看到很多人分成不同区域做各自的事情，主持人问如何加入他们一起活动，走到每个集体区域，

里面的负责人都会先将主持人拉进所属群聊。有街舞、羽毛球、轮滑、cosplay 等不同群，每个群聊都有

几百人，虽然是因为某个兴趣聚在一起，但是群聊内容涵盖了各个方面，更像是问题互助群。这条火热

的视频评论下面是各种大学生的分享，每个人都分享着自己在学校里加入的有趣的群聊，这些群聊拉近

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大学毕业之后群体不会像正式群体一样立即解散，甚至可以在里面找到有助于未来

就业发展的有效信息。因此可以说非正式群体对大学生的影响在逐渐增强。 

4.1.3. 存在错误的从众心理 
“自主运动范式”和“线段判断实验范例法”是关于从众心理概念的提出最为重要的两个实验，其

中，在“自主运动范式”实验中，谢利夫认为，在模糊的情境中群体会逐步形成规范，而群体成员会在

群体信息的影响下或者群体压力之下产生与群体信息相统一的观点。进入高校的大学生很多在刚成为大

学生时会对未来感到迷茫，没有对未来制定计划，因此就出现当一小部分人做了某件事，比如考四六级、

考教师资格证等行为时，其他人也会跟着去做的现象，还有段时间产生“入党热”，很多人挤破头去争

取入党名额，但是有一部分人并没有端正自己的入党动机，只是看着别人竞争自己也要去竞争，这就背

离了入党的初心(李竞，2014)。某媒体拍摄到一条视频，在 2022 年 11 月某高校双选会上，有个教师征询

学生的就业志向，有的放矢地引导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应聘适合的公司岗位。但有学生对此不理解，仍一

窝蜂追逐“三高”企业，结果不言而喻，僧多粥少，空手而归，这也是对自己定位不准、盲目从众的结

果。 

4.2. 成因 

4.2.1. 网络的快速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网民也越来越多，大学生作为互联网的主要受众之一，受网络影响

也比较大，网络丰富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也对大学生的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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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蔽性是网络空间一个很大的特点，也因此会引发很多道德问题。在网络中，每个人都会成为群体

的一部分，群体成员的行为没有直接的第一责任人，而在网络中群体的力量有时会冲破理性的束缚，群

体成员可以按照自己本能的方式做事情，大学生在这个群体中就会变得更加暴躁易怒，从而产生冲动的

行为。除此之外，网上信息爆炸式传播，内容质量参差不齐，这就使得一些三观尚未充分发展的大学生

受到错误引导，而处在群体中的大学生们的情绪会传染，整体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 

4.2.2. 心智水平尚未充分发展 
大学生的年龄大都在 18~22 岁，这个时期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过渡时期，同时也是该群体生理和心

理急速发展的时期。大部分大学生刚刚从家庭中脱离出来独自在异乡生活，脱离高中重压下的学习环境，

对社会充满好奇，但是很多学生与社会发展实际脱节，心智没有得到充分发展(邓伦，2017)。如果不了解

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那么久容易被有心的不法分子利用，通过暗示或者灌输

错误观念等手段，影响大学生群体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 

4.3. 影响 

从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来说，有正面影响也有反面影响。 

4.3.1. 正面影响 
现在的大学生使用网络的时间比在课堂上与同学线下交流的时间要多得多，因此群体心理正确作用

在正式群体中时，班级作为典型的正式群体代表之一，班主任这种领导者角色往往会对整个班级的思想

政治教育方向有着重要引导作用(苏双双，2021)。当领导者进行正确引导的时候，比如在班级群内转发优

质思政教育内容，在群体心理的作用下会放大本来的效果。 

4.3.2. 反面影响 
在群体内时间久了之后一些成员也会产生从众心理，从而失去辨别信息的能力，很容易在一些非正

式群体内受到其他错误信息的误导，从而对正确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方向失去信心和认同。也会因为周

围都是同龄人，各个方面都比较相近，因此在日常教育活动中产生跟风现象，缺乏自身的独特性。当群

体的任务和目标与个人想法不一致时，个体对群体的认同意识和整体意识就会减弱。除此之外，群体具

有媒体和互联网对网络舆论操控时容易受到暗示这样一个特点，个体一旦进入群体，他们往往会变成另

一个人，这就是这种群体特点产生的结果。对于存在群体心理的大学生个体而言，他们正处于尚未成熟

的阶段，很容易受到鼓动不计后果的做出冲动的行为。因此，他们很难清楚地分辨出网络虚假信息的程

度，在不良媒体的鼓励下，他们主观臆断，不愿意进行审查和批判性思考，这进一步阻碍了网络思想政

治教育的实施。 

5.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引导路径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依托网络技术进行的，总书记 2022 年 5 月在中国人民大学调研时

指出，教育要“紧跟时代潮流，回应现实关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以新闻传播学为依据，其中“第

三人”效应理论阐明大众传播现实影响的发生机制(丁相程，2023)。这个理论认为受众往往会放大媒体的

作用，从而高估媒体对其他人的看法。在感受认知层面，人们普遍认为大众传播的消息对其他人有更大

的影响；而其产生的效果就是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感受，人们就会采取各种各样的行动。基于这些理论，

在进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很多高校都采取了不同的引导路径，结合每个学校大学生的群体心理

特点，探索出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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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依托技术优势，构建网络交互平台 

高校网络交互平台的构建，可以保证网络信息的有效整合和交流，也可以选择对公共网络信息进行

深度解读，传播主流思想，引导学生更加理性地分析热点事件，打击网络谣言和非法信息(张文，张进军，

2022)。上海商学院与易班、腾讯等深度合作共同打造的虚拟辅导员“S·AI”智慧思政平台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这是对“以教育信息化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以教育信息化引领教育现代化”的贯彻落

实，是以教育信息化为思想政治工作赋能的创新实践。此外，网络交互平台不仅包括信息传播，还包括

正面价值情感的凝聚和传递。大学生群体要想摆脱在网络空间中对传统教育方式的抵制，主动接受主流

意识形态的教导，就一定要在网络上交往和情感构建中形成健康的关系。这款虚拟辅导员功能中个性化

定制模块深受同学喜爱，其中，学习资源、书香四溢和心灵驿站栏目的点击率尤为突出，最高点击量甚

至达到了 792 次/日。数据反映出个性化定制模块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内容，学生在使用过程中获得了在学

习、生活、就业、心理等方面量身定制的指导和支持。 

5.2. 发挥同侪网络意见领袖引领示范作用 

同侪网络意见领袖主要指在网络虚拟世界中提供信息、评论、创造话题，具有较高威望和重要影响

的同龄人。要想让大学生网络群体思维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必须利用群体心理进行分析，培养大学生的

群体道德。因此，培养具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发挥积极道德作用的网络舆论领袖是新时期推进网络安

全的关键，只有提高网络舆论领袖的信息筛选能力，才能形成有序合理的网络话语空间。有必要允许不

同的观点和声音在校园的互动平台上进行合理的辩论，并确保同侪网络的意见领袖意识到他们的发言权

和社会责任在讨论过程中同步。 

5.3. 增强大学生网络法律意识教育，提高网络素养 

在匿名环境中，大学生会削弱自我意识，产生冲动行为的想法并实施。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应

该受到监管。总书记指出，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一样，必须尊重自由，维持秩序。由于对网络法规缺乏

了解，大学生网络群体在不良信息的指导下容易做出过激行为。虽然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它不是完全

不留痕迹的，它与现实世界密不可分。近年发生的网络暴力事件总是会引起社会的恐慌，这就需要承担

有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9 月 11 日至 17 日是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年的宣传主题是“网络安全为

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南京林业大学网信办发布通知，学校将线上线下同步营造良好宣传氛围。利

用网站、公众号、宣传橱窗等宣传平台进行大力宣传。邀请南京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网络安全信

息调研专家王筱辰警长授课，用大量公安办案的实际案例，以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大学生们讲解，

之后还组织师生参见校园日活动，组织参加全国大学生网络安全知识答题等相关活动。这些活动得到学

校师生的一致好评，通过这些方式可以让大学生对网络安全有所了解，警惕网络中的不法分子，提高自

身网络素养。 

6. 结论 

综上所述，对大学生群体心理进行分析再利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不同路径进行引导是十分必要的。

在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需要根据大学生群体认同、从众和同侪压力心理探索适合当代大学生

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路径。通过依托技术优势，构建网络交互平台；要积极发挥网络意见领袖引领示范

作用；增强大学生网络法律意识教育，提高网络素养等路径最大程度发挥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将大

学生群体心理运用到正确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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