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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班级是学生学习
、

生活
、

交流的
“

元场所
” ,

长期以来
,

无论是教师
,

还是学校领导
,

乃至意

识形态主管部门的领导
,

在德育过程中更多的是关注
“

如何教
”

灌输
,

很少关注班级环境对学生思想
、

道德

素质形成和发展的形响
,

很多基层领导在德育效果事倍功半的现实面前
,

还没有愈识到问题的症结之所在
,

常

常是抱怨社会大环境
。

事实上
,

徽观环境在人的德性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

本课题通过问卷调查
,

并借助

定 分析手段
,

对班级在学生德性形成中的相关因素进行了具体研究
,

为高校管理和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

理论支持
。

【关锐词〕 班级 元场所 德性 高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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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是学校德育工作的基石
,

这在现代德育论上
,

一

般讲是没有疑义的
。

但是
,

长期以来
,

在德育实践过程中

人们更多的是关注
“

如何教
”

〔灌抽
,

很少关注班级环境

在德育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

为引起各级德育管理组

织的重视
,

笔者对班级徽观环境进行了广泛调查
,

并对调

查数据做了定 分析
,

通过细致调查和科学分析
,

更加坚

定了笔者对班级徽观德育环境的认识
,

笔者希望这份研究

报告能为德育工作现代化作出一点贡献
。

一
、 “

德性
”

与
“

班级微观环境
”

的分析

与调查

我们知道
,

所谓德性
,

主要是指个人的道德和品质
,

是道德
、

伦理的主体化
、

个性化的表现形式
。

笔者主要从

学生的道德认知
、

行为表现
、

价值选择等方面设计相关内

容来了解学生的德性状况
。

有些敏感问题笔者做了技术处

理 以言他的方式来言己
,

确保调查的顺利进行
,

如关于
“

舞弊
,

的话题
,

笔者是这样设计问卷的 某人考试舞弊被

发现
,

受到处分
,

你认为他会怎么想 倒霉
,

这么多

人舞弊
,

怎么就抓到我 自己的做法不对
,

受处分是

应该的 抓我的老师对我有偏见 只要有可能下

次还会舞弊
。

每个选项斌有从 一 的不等分值
。

学生在问

卷中的得分高低
,

可以折射出其德性 道德认知和道德行

为 状况
。

为了进一步科学分析班级徽观环境对学生德性形成的

形响
,

笔者到中南大学
、

中南林学院
、

长沙民政职业学院
、

湖南网络工程职业学院
、

湖南经济干部管理学院等五所不

同类型的学校进行了个别访谈
、

发放了问卷调查表
,

分别

从学习
、

生活
、

为人处世等方面了解对他们成长影响最大

的因家
。

在访谈中
,

学生指出
,

一个好的班委会就像一个

现代化的机车头
,

它既无污染
,

又能带领班集体向前冲

而且不让一个同学掉队 而一个差的班委会就像拖货车

的老牛
,

自己走不动
,

还影响整个班集体的进步
。

很多学

生反映
,

夜室里室友关系对一个人的心态形响很大
,

而且

夜室晚间的话语主题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学生的素质
。

大部

分学生比较关注班上的学风和正气
,

对班集体中的小团体

非正式群体 的影响力的认识比较一致
,

大部分同学认为

小团体的影响力比较大 座谈中
,

大家对班主任
、

教师的

影响和学校条件
,

以及网络环境的形响认识有较大的分歧
。

统计发现
,

以下几个因素是学生认为对他们最有影响

力的因素 一是班委会的形响力
,

二是夜室文化氛围 卫

生习惯
、

晚间话语主题
、

室友关系
,

三是班级氛围 语言

习惯
、

交谈氛围
、

沟通颇率
、

话语主题
,

四是学风
、

正气

因素
,

五是非正式群体形响
,

六是班主任 辅导员 的形

响 语言能力
、

行为能力
、

工作态度
,

七是教师的因家

教学方法
、

教学态度
、

课后助学方式等
,

八是学习条件

硬件
、

软件设施
,

九是网络的俊蚀
。

因为网络文化属于

宏观环境的范畴
,

笔者未将其纳人本次研究的范围
。

根据前面八个因素
,

笔者设计了八类调查问卷
,

加上

德性调查问卷
,

一共是九份调查表
。

在实际调查时
,

将其

整合为一份问卷
。

向卷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个人德性调

查
,

班级氛围调查
,

班委情况调查
,

班主任 辅导员 外

显特征调查
,

非正式群体调查
,

学风
、

正气调查
,

教师情

况调查
,

寝室文化调查
,

学校条件 硬件
、

软件 调查
。

笔者将调查得到的个体德性数据与八个因素的情况进行相

关分析
,

从中发现影响学生德性形成的关健因家
。

二
、

微观环境中各因素与学生德性形成

的相关性

根据调查得到的第一手数据资料
,

笔者运用定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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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中定序变量之间的相关测量分析方法 户组 系数

法川对学生个人德性与其它微观德育环境的影响数据进行

了两两相关分析
。

伴

 !
系数法的计算公式为

习
,

密室文化对个人德性的影响

二 ‘ 一

而万万丽
公式中

,

为系数 为所测定的两个数列中每对项

目之间的等级差 为项数
。

系数 主要代表两个定序变

量的等级相关程度
。

在实际计算时
,

为统一计量单位
,

笔

者先将所得数据进行了归一化处理
,

再将归一化后的数据

统一扩大 倍
,

变成了 分制的数据
。

下面是八个因素与个人德性的相关性的计算全过程
。

非正式群体对个人德性的影响

学学校校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护护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非正式群群

体情况          

一

一

的的

一

一

一

一

学学校校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口口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寝室文化化 十十十十

一

 一

一

一

一

  

相关系数 为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寝室

文化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教师情况对个人德性的影响

相关系数 为
,

五所学校学生抽样调查的数据显

示
,

个人德性与非正式群体具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

班级氛围对个人德性的影响

学学校校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护护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班级氛围围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学学校校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口口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教师情况况

一

 !!!!!  

∀∀∀

### ∃ %%%%%

一 2
.
999 8

.
4 111

44444 7
.
333 4

.
444 2

.
99999 8

.
4 111

55555 5
.
333 3

,

333 22222 444

66666 5

.

333 8

.

99999

一
3

.

666 1 2

.

%%%

77777 6

.

888 8

.

99999
一
2

.

111 4

.

4 111

88888 5

.

777 5

.

666 0

.

11111 0

.

0 111

99999 8

.

333 8

.

99999
一
0

.

666 0

.

3666

lll 000 8

.

111 6

.

777 1

.

44444 1

.

%%%

相关系数 p 为 0
.
74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教师

具有正相关关系
。

学风
、

正气对个人德性的影响

相关系数 p 为0
.
82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班级

语境典有高度的正相关关系
。

学学校校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口口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学风正气气 +++++++

(((((X ))) (Y )))))))))

lllll 5
.
777 4

.
222 1

.
55555 2

.
2555

22222 4
.
777 2

.
555 2

.
22222 4

.
8444

33333 666 5
.
888 0

.
22222 0

.
以以

44444 7
.
333 555 2

.
33333 5

.
2999

55555 5
.
333 6

.
77777 一

1

.

444 1

.

%%%

66666 5

.

333 555 0

.

33333 0

.

的的

77777 6
.
888 7

.
55555 一

0

.

777 0

.

4999

88888 5

.

777 2

.

555 3

.

22222 ! 0

.

拼拼

99999 8
.
333 4

.
222 4

.
11111 16

.
8111

lll000 8
.
111 555 3

.
11111 9

.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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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系数p为 0
.
。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学风
、

正气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班县对个人德性的影晌

相关系数 p 为 0
.
n ,

五所学校学生抽样调查的数据显

示
,

个人德性与学校条件具有很弱的正相关关系
。

学学校
··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护护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班 委委 +++++++

(((((X ))) (Y )))))))))

11111 5
.
777 3

.
333 2

.
44444 5

.
7666

22222 4
.
777 1

.
777 33333 999

33333 666 8
.
33333 一 2

.
333 5

.

四四

44444 7
.
333 6

.
777 0

.
66666 0

.
3666

55555 5
.
333 3

.
333 22222 444

66666 5
.
333 8

.
33333 一 333 999

77777 6
.
888 6

.
777 0

.
11111 0

.
0 111

88888 5
.
777 3

.
333 2

.
44444 5

.

7666

99999 8
.
333 6

.
777 1

.
66666 2

.

5666

111 000 8
.
111 555 3

.
11111 9

.
6 111

三
、

相关数据的分析

我们先将八个因素与个人德性形成的相关程度进行排序

序序号号 因素名称称 相关系数数 备 注注

lllll 非正式群体体 0
.
855555

22222 班级氛围围 0
.
敌敌敌

33333 寝室文化化 0
.
788888

44444 教师情况况 0
.
744444

55555 学风
、

正气气 0
.
印印印

66666 班委会会 0
.
的的的

77777 班主任(辅导员))) 0
.
399999

88888 学校条件件 0
.
111111

相关系数 p 为 0
.
。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班委

会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班主任 (辅导员) 对个人德性的影晌

学学校
··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护护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班主任(辅导导
+++++++

(((((X ))) 员)情况(Y )))))))))

11111 5
.
777 4

.
444 1

.
33333 1

.
的的

22222 4
.
777 4

.
444 0

.
33333 0

.
田田

33333 666 100000 一 444 l 666

44444 7
.
333 1 00000 一 2

.
777 7

.

汾汾

55555 5
.
333 2

.
222 3

.
11111 9

.
6111

66666 5
.
333 l00000 一 4

.
777 刀

.
伪伪

77777 6
.
888 2

.
222 4

.
66666 21

.
1666

88888 5
.
777 1

.
111 4

.
66666 21

.
1666

99999 8
.
333 l00000 一 1

.
777 2

.

8999

lll 000 8
.
111 7

.
888 0

.
33333 0

.

份份

相关系数 p 为 0
.
势

,

统计数据显示
,

个人德性与班主

任 (辅导员)情况具有不太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学校条件对个人位性的形晌

学学校
··

等 级级 等 级 差差 护护

编编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个个个人德性性 学校条件件 +++++++

(((((X ))) (Y )))))))))

lllll 5
.
777 l00000 一 4

.
333 1 8

.

4999

22222 4
.
777 l 00000 一 5

,

333

28

.

的的

33333 666 l00000 一 444 l 666

44444 7
.
333 l 00000 一 2

.
777 7

.

四四

55555 5
.
333 99999 一 3

.
777 1 3

.

印印

66666 5
.
333 99999 一 3

.
777 1 3

.

印印

77777 6
.
888 99999 一 2

.
222 4

.

8444

88888 5
.
777 99999 一 3

.
333 1 0

.

8999

99999 8
.
333 444 4

.
33333 1 8

.

4999

lll 000 8
.
111 444 4

.
11111 1 6

.
8 111

《一】信度 《效度) 分析

这次调查
,

有些数据出乎笔者的意料
,

如寝室文化对

学生德性形成的形响力排名靠前
,

更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

班主任 (辅导员) 个人对学生德性的影响力排名靠后
,

这

与我们平时的想法有一定的出人
。

调查数据能否采信? 对

问卷的设计进行反思后
,

笔者发现
,

实际上
,

寝室文化就

是学生德性的直接外化
,

两者互为表里
,

所以显示出高相

关性 ; 而夜室文化与班级氛围本身就是班主任 (辅导员)

工作的体现
,

只是为了区分八个因素的形响程度
,

在设计

班主任 (辅导员) 情况调查时更多的是涉及到班主任 (辅

导员) 个人的工作态度和人格魅力
,

所以
,

班主任 (辅导

员) 个人与学生德性相关性的数据只是反映出班主任 (辅

导员) 的有形 (外显) 状态对学生的德性形成的影响; 换

句话说
,

该数据告诉我们班主任 (辅导员) 的显性特征对

学生德性的影响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

事实上
,

我们平

时经常看到
,

一些风风火火
、

热情很高的班主任 (辅导员)

治理下的学生有时并不 比性格内向但经验丰富的班主任

(辅导员) 治理下的学生强
。

据此
,

笔者断定该数据反映的

情况具有可信性
。

为了考察该调查的有效性
,

笔者到相关学校走访了学

生管理部门
,

对德性调查平均得分较高的班级进行了查询
,

经过课堂纪律 (到课率) 和各项活动数据的统计分析
,

发

现班级德性调查平均得分与班级的总体状况呈正相关
。

所

以该调查数据有效
。

《二) 相关效据带来的启示

我们将相关系数在 0
.
75 以上的称之为高相关

,

0

.

“ -

0
.
75 之间的称之为中相关

,

0
一 0

.

65 之间的称之为低相关
,

O 表示完全不相关
,

O 以下的为负相关
。

先来着看相关系数

在0
.
75 以上的几个因素

,

相关系数在 0
.
75 以上的有三个

,

它们分别是
“

非正式群体
”、 “

班级氛围
” 、 “

寝室文化
” 。

我们知道
, “

人的德性的生成
、

发展
、

成熟不是靠
‘

灌

物
’ ,

而是在主客体相互作用中主体自身建构的
”
[2]

。

人是

群体性生物
,

为了能在一定的群体中生存
,

个人就要调整

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去适应这一群体的要求
,

学生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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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期间接触最多的不是班干部
,

而是自己小圈子里的朋友
,

所以其德性的形成与
“

非正式群体
”

高相关性是在情理之

中的
,

这一数据给我们的启示是
: 班主任 (辅导员) 要注

意有意识地去影响在班级中具有形响力的同学 (即非正式

群体里的头面人物)
。

“

班级氛围
”

和
“

寝室文化
”

对学生德性具有高相关性

也很好理解
,

学生大部分时间不是在教室里就是在夜室里
,

良好的班级和夜室氛围对学生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
。

此外
,

我们应该注意到
“

班级氛围
”

和
“

寝室文化
”

与学生德性

互为表里
,

良好的德性可能表现为良好的班级氛围和夜室

文化
,

而反过来
,

良好的班级氛围和寝室文化又能陶冶个

人的性情
,

塑造出良好的个人德性
。

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

曾经说过: 教育了集体
,

团结了集体
,

加强了集体以后
,

集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大的教育力t 了
。

所以
,

教育工作者

一方面要注愈培养良好的班级氛围与和谐的夜室文化
,

另

一方面
,

又要注意观察班级氛围
,

以及学生在夜室里的语

言倾向
:
前者能营造出良好的育人环境

,

后者可以及早发

现学生德性缺陷
。

中度相关的因素包括
“

教师情况
” 、 “

学风
、

正气
” 、

“

班委会
”。

调查数据显示
“

教师情况
”

与学生德性形成具

有正相关
,

但相关系数没有想象的那么高
,

仅为 0
.
74

。

这

一数据反映出两个问题
,

一是我们大部分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只关注专业教学
,

很少注意结合专业课程对学生进行教

育; 二是现代大学生独立愈识很强
,

其主观上对教师在专

业之外的生硬说教持否定态度
。

调查结果给我们的启示是
:

专业课程教师不但要结合课程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引导和

教育
,

更重要的是要讲究方法
,

要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

(无痕)
。 “

学风
、

正气
”

和
“

班委会
”

对学生德性的形成也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
,

这就要求我们: 一是要注意配备好班

委会
,

选好班委会成员
,

二是要注意树立正气
,

培养
、

营

造良好的学习风气
。

班主任 (辅导员) 个人情况与学生德性形成低相关
,

这一数据并不表明班主任 (辅导员) 工作不重要
,

事实上
,

前面高相关的几个因家都与班主任 (辅导员) 的能力密切

相关
,

班主任 (辅导员) 工作非常重要
。

本调查数据只是

反映出班主任 (辅导员) 的
“

外在表象
”

与学生德性形成

低相关
。

说明班主任 (辅导员) 外显的工作状态与学生德

性的形成关联度不大
。

给我们的启示就是
:
选择班主任

(辅导员) 要粉盆其经验
,

着重其调控班级氛围的能力
,

而

不能仅仅关注其表面上的工作热情
。

学校条件的改菩是各级领导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

从人

文关怀的角度来看
,

这是非常必要的
。

但是
,

我们必须看

到
,

学生个人德性的形成与学校的条件没有必然的联系
,

在改菩办学条件的同时
,

一定要关注班级徽观环境的改善
。

四
、

班主任 (辅导员) 的角色设计

班主任 (辅导员) 是班级徽观环境的总设计师
,

班级徽

观环境如何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班主任 (辅导员) 的工作经验

和能力
。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
,

笔者发现: 与学生德性形成

高相关的三个因素
“

非正式群体
” 、 “

班级氛围
” 、 “

寝室文

化
”

实际上就是班主任 (辅导员) 工作的具体领域
。

很多缺

乏经验的班主任 (辅导员) 在管理班集体时采用的是保姆式

的大抱大揽的做法
,

他们工作很敬业
,

也很辛苦;但是
,

他

们所管理的班级往往在他离开时就出问题
。

有经验的班主任

(辅导员) 大多数工作得很轻松
,

他们的绝招就是对形响学

生德性形成的关键要紧抓住不放 (虽然他们说不出理论依

据
,

但是长期的工作经验使得他们对关键因素形成了一定的

敏感度)
,

他们注意接近和影响非正式群体的核心人物
,

注

意培养良好的班风
,

注意抓寝室文化
。

事实上
,

我们不难发现
,

优秀教师担任班主任 (辅导

员) 的班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

班级富有朝气
,

学生的自

信度高; 班级充满友爱之情
,

学生心情愉悦; 班级正气浩

然
,

品德较差的学生也会受感染
,

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和

不足
,

向好的方向转化; 在这样的班级里
,

班主任 (辅导

员) 在与不在一个样! 与此相反的是
,

那些经验不足的班

主任 (辅导员) 虽然时刻盯在班级
,

可是
,

一旦他离去片

刻
,

班上就会出问题
。

根据调查和个别访谈
,

结合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
,

笔

者认为
,

要改善班级徽观德育环境
,

关键在班主任 (辅导

员) 的内在能力和经验
。

在进行班主任 (辅导员) 角色设

计 (培训) 时必须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1
.
班主任 (辅导员) 应该了解心理学基本常识

,

不但

能察言观色
,

而且对学生的心理播求了如指掌
。

2

.

班主任 (辅导员) 应该具备管理技能
,

对各种管理

方法的利弊要有基本的了解
。

3

.

班主任 (辅导员) 应该具有较好的口才
,

要善于激

励学生
。

4

.

班主任 (辅导员) 应该了解多元智能理论
,

要注意

发现每个同学的长处和优点
。

5

.

班主任 (辅导员) 应该具有成功的欲望
。

6

.

班主任 (辅导员) 的工作应该是隐性的
,

工作趋于

人性化
,

班主任 (辅导员) 不要在班集体中扮演君主角色
,

应该做幕后导演
,

努力成为学生
“

心灵导引员
” ,

力求做到
“

润物细无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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