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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该文阐明了暗示在班集体建设中所起的良好的作用 ,从暗示的外显 、暗示的落实 、暗示的活化等方面说明了利用暗示

建设班集体的有效途径。结论:暗示在大学班集体建设中具有不容低估的作用。利用暗示进行班集体建设 , 是让学生的自我在

集体的感召下 ,实现回归自我 、完成自我关注 、自我设计 、自我完善到自我实现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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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is article , it has been clarified that suggestio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classes ,

and also explained that collective classes are constructed by making use of exteriors , determination and activation of suggestion.In a word , sugges-

tion mustn' t be underestimated in the collective 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y classes , which can make students themselves , under the influences of col-

lective , return to themselves , and complete self-attention , self-design , self-perfection and self-actualization ,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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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集体建设历来是各个层次的学校德育工作中任务最重

且繁杂的一项工作。班集体建设中存在的多变性和不稳定性

等特点 ,以及社会发展对人才规格不断提出的新要求 , 给班集

体建设也带来了动态发展的新课题 , 需要班主任或教育工作

者长期 、细致 、耐心地工作。各个班集体建设的途径不同 , 在

此 ,笔者就暗示在大学班务工作中的作用和利用暗示建设班

集体的途径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1　暗示对于班集体形成的作用

暗示是指人们为了某种目的 , 在无对抗的条件下 , 把一系

列有关信息组成暗示序列 ,通过学习或交往中的语言 、手势 、

表情 、行动或某种符号 , 用含蓄的 、间接的方式发出一定的信

息 ,使他人接受所示意的观点 、意见 , 或按示意的方式进行活

动 ,达到激发内在潜力 , 加速和有效的实现人与外界信息的交

流 ,促成个体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1 , 2] 。是社会和人际影响

的形式之一。暗示的形式可分为直接暗示 、间接暗示 、自我暗

示和反暗示四类。暗示不具有压力成分 , 不要求别人非接受

不可。海德认为 ,当一个人的观念使他人接受时为暗示;当一

个人的情绪使他人感受时为同情;当一个人的行动使他人也

要如此做时则为模仿。就暗示和模仿而言 ,两者的区别在于:

在暗示中 , 刺激是被控制的 , 对暗示者来说 , 虽常以含蓄和间

接的方式 , 但一般都是有意识的;而模仿过程 , 模仿者的行为

可以是有意识的 ,也可以是无意识的 ,但被模仿者一般都是无

意识的 、非控制性的。模仿者的仿效行为一般都与被模仿者

的行为相同或相似 , 而受暗示者则不一定作出与暗示者类似

的行为。

显然 ,在教育活动中 ,班主任的角色不仅在人格上应成为

学生的楷模 ,做学生的模仿者;更重要的是要对学生的人生观

形成给予启迪 , 做一个暗示者。即有目的地设计教育活动 , 并

让学生置身其中 , 感受到教育者的教育意图 ,而暗示的方式往

往是学生乐于接受的方式 , 易形成民主协商的教育气氛 , 从而

一改传统的指令式的班集体建设形式。

在教育活动中 , 班主任或教师若能正确把握暗示的方式

和契机 ,可使自己的教育成效达到事半功倍。 一些良好的信

息更容易使学生接受 , 更容易沟通师生间的感情 , 更加有效的

教育学生 ,管理班级[ 3] 。原因在于 ,暗示作为一种心理上的沟

通 ,在外在表现上具有一定的隐蔽性 , 它是直接发生于处于主

动层面的教师和处于被动层面的学生个体之间的一种潜在交

流 ,这种交流的方式在师生的心理上构成一座桥梁 , 通过双方

的会意达到教育的效果。亦即暗示的过程是教育者与教育对

象之间的一种深沉的情感体验 , 在这种情感体验中 , 饱藏着教

师的热爱 、理解 、尊重 、依赖 、坚信 、鼓励 、严格要求 、期望在内

的复杂的情感体验。这种情感体验反映为教师的一种心情。

它通过教师各种暗示的方式———语言 、表情 、动作等 , 有意无

意地流露出来 , 会有力地触动着学生的心灵 ,对学生产生巨大

的感召力和推动力 , 引起学生对教师做出积极的应答。 它不

仅能诱发和鼓舞学生克服困难 、积极向上的激情 , 并且对学生

的毅力 、品德和个性的发展都会产生直接影响。这对一个优

秀班集体的形成显然也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2　利用暗示建设班集体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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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阶段是人的生理发展处于青春期和成人期的交替阶

段 ,生理的发育使其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 , 青春期浪漫富于幻

想 、相对较幼稚的心理表现日渐减少 , 心理的成熟度逐步提

高 ,成人感趋于明显 , 人生观 、价值观逐步建立。也昭示着这

一阶段是人生最难把握的时期 , 有人认为这是人生的一个危

险期。在这一阶段 , 学生对外来的各种信息都持有很大的热

情 ,能否使其有所选择地接受其中正确部分并形成正确的自

主意识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建设班集体 , 用集体的感召力去

同化每个个体的思想认识水平则是一条重要途径。

2.1　暗示的外显:建立班级发展的目标体系

班级能否形成一个健康优良的班集体 , 正在于班级的各

个体目标与集体目标之间的差距 , 班主任工作的着眼点就在

于将各个体目标在存异(尊重个性发展)的基础上 , 通过精心

设计的各种教育行为达到求同(形成班级意志和目标)的过

程。由此也界定了班主任的工作重点就是将自己的教育思想

和教育意图有效地内化为每一个个体的自觉行为 ,从而把社

会要求的教育目的转化为多重的目标集合 , 并形成整合一致

的班级目标系统 , 使之成为每个个体共同的努力方向和奋斗

目标。

大学学生的心理发展和认识水平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表

现为:大一学生的认识水平尚未形成大学生的观念 , 部分停留

于高中生的认识水平;大二学生已基本适应大学的学习生活 ,

但伴有不稳定性 ,又因学习科目和知识难度的增加 , 每个学生

在学业上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学习压力 , 学生整体表现为易

出现两极分化现象;大三 、大四学生迫于就业压力和价值观日

渐形成 ,处于相对成熟的阶段。因此 ,大学阶段的班主任工作

就必须根据这种心理发展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笔者在和担任班主任的教师谈话中了解到 , 部分班主任

老师做的很好。他们能够根据学生的这些心理变化特点构思

制定明确的目标体系 ,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实效。这一目标体

系可概括为三级目标体系 ,即:大一年级的目标为“做一个最

好的我” , 大二年级的目标为“告别幼稚 、拥抱青春” , 大三 、大

四年级的目标为“脚踏实地 、迎接挑战” 。 所有教育活动的设

计都要围绕着分段目标逐级推进。目标体系从暗示的角度

看 ,属于直接暗示 , 它直接传递着班主任的教育思想 , 使学生

能够对班主任的教育意图一目了然。在班级目标体系形成的

过程中 ,最值得关注的当是班集体的感染力和学生的心理现

状。

集体的感染力是在班集体的创建过程中 , 通过建立正确

的规范和明确的奋斗目标 ,从而形成的心理凝聚力;其作用是

能够对学生的动机和行动产生直接的暗示和规范。

学生间的素质水平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 , 有相当比例的

学生在个性品质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缺陷。表现为:劳动观念

淡薄 、生活习惯差 、自私 、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 、缺乏社会责

任感和义务感等。

在班集体的建设过程中 , 通过行为规范的养成教育及精

心设计的主题教育网络体系去贯彻教育意图 , 增加班集体的

感染力 ,并同个别教育相结合 , 促使每个学生在集体中健康成

长。实践证明 ,随着班级感染力的不断提高 , 学生参照 、效仿

集体意志的动机会被有效激发 , 使得直接暗示逐步上升为自

我暗示 ,从而为班集体的集体目标的贯彻塑造良好的外部环

境。

教育者的教育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教育客体等的心

理现状。应该说 , 目前的教育现状也暴露出不少人为造成的

教育障碍现象 , 部分教师在教育思想上尚存在一定的误区 , 亦

或自身存在不足 , 处理犯了错误的同学或后进生问题采取的

工作方法简单 、草率。比如:对待犯了错误的同学不问青红皂

白就责令其写检查 、大声斥骂 、停课思过 、罚劳动 , 极大挫伤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教育者的配合程度 , 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建立教师与学生间的平等对话机制是改变班主任工作被

动局面的有效策略 , 当这种平等对话深入人心后 , 也直接影响

班集体的心理承受度。在这种氛围中 , 班主任所希望的目标

才有可能对学生产生积极的暗示 , 而不致出现相抵触的消极

暗示。

2.2　暗示的落实:设计系统的主题教育流动

班主任对学生而言 , 一般都具有很好的楷模和示范作用 ,

这种形象本身也可理解为暗示 ,但其影响力若不通过让学生

感兴趣的教育活动去落实 , 则有可能很快地被学生所遗弃。

因此 ,班主任将期待目标巧妙地融化于精心设计的主题教育

活动之中 ,让学生在寻求自我角色定位的过程中逐步去感受

或得以陶冶 ,则这种暗示才有可能被激活。亦即主题教育活

动的设计应具有一定的显著特征。

第一 ,明确目标指向性。班级主题活动是班级发展目标

体系下的一个操作子系统 , 每一次主题活动要在阶段总体目

标基础上加以个别化设计 , 虽每次活动都具鲜明的主题特色 ,

教育意图是实现目标体系中的某一个教育层面。这就要求每

次活动的设计应具备鲜明的教育倾向 , 它不仅蕴含着对群体

的规范 ,还要兼顾到学生的共同志趣。

案例 1: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对大一新生进校新组

建的班级来说 , 这次的设计是有十分必要的。 在这方面有经

验的班主任采用的方式为每日上台讲演 , 时间二分钟 ,利用每

日晨会完成 ,每天8-10 人 , 时间持续一周。通过一周的时间

对学生进行反复刺激 , 貌似重复 ,但因学生不同能促使学生间

的互相暗示和借鉴 , 易使班级目标在个体与群体间的交流中

趋于明确。

第二 ,凸显个性化。作为现代教育意义中的班主任应是

学生成长过程中的引路人 , 这就要求班主任决不能把自己的

教育思想进行强行灌输 , 这显然不会带来良好的教育效果。

班主任只有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巧妙地暗示给学生 , 才能逐步

树立班主任的威望 , 而个人威望的不断提升又可有力推动暗

示的作用效果。我想 , 班主任的威望提升最为重要的一点则

是个性化风格的形成 , 即构建自己的教育特色 , 而不致使班务

工作落入俗套。同时 , 班级活动的个性化也必然对学生的个

性形成与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案例 2:春游和秋游。这是每所学校教育活动的必修课 ,

大多作为学习之余的散散心而已 , 常陷入形式化。 而有的班

主任教师则将春 、秋游上升为社会实践考察课程的高度去认

识 ,精心组织 , 巧妙安排 , 对外出的目的地 、考察项目 、活动流

程等让学生一清二楚 , 并编辑宣传小报 , 让学生在思想上重视

整个考察课题。让每个学生在外出之前 , 选好自己的考察重

点 ,订好考察计划。流动完成后 , 写出富有个性思考的考察报

告 ,这不仅能训练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 同时 , 因活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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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且各具个性特色 ,对学生的集体主义思想 、互助合作品质

等人格素质 ,同样于无声处得以落实。

第三 ,体现文化性。班级文化是一种潜在的教育力量 , 学

生对于班级文化的学习是潜在的学习。现代教育理论对潜在

教育资源越来越重视。而主题教育活动正是班级文化中的重

要内容 ,所以班级活动的设计就不得不立于文化的高度去认

识 ,围绕班级文化品味的提升去精心设计有关的教育活动。

案例 3:班级读书周活动。学生读什么书呈现出明显的阶

段性和性别特质 ,如大一男生喜军事 、武侠类 , 女生喜情感 、心

理类;大二开始渐转入名著类 、专业参考书类等。 这类活动适

宜每学期进行一次 , 或期中 、或假期 , 在完成某一阶段性的教

学任务后 ,进行班级的整体交流。实践证明:集中性的读书活

动不仅能有效提升学生的阅读品味 , 并因读书过程中同学间

的交流 、探讨又形成了浓厚的互相教育和互相促进的班级气

氛 ,学生获得的是远比班主任说教更具丰富内涵的一份体验。

第四 ,具有时效性。班级活动的设计是否适当很大程度

上受制于选取活动的时效性 ,这反映出班主任的教育敏锐度 ,

即能否在班级动态的发展中捕捉到教育契机 , 并设计出有针

对性和时效性的班级活动。这可从两个方面做出思考:一是

从时间发展的线索进行一些传统节日的活动设计;二是针对

班级发展过程出现的现象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 。这样 , 有利

于班集体的巩固和提高 ,对学生的心理暗示则显得更为直接 ,

在短时间内对班集体的促进作用可谓是注入一次兴奋剂。

案例 4:庆祝活动。大一学生彻底告别少年已走进青春

期 ,这些成长阶段的转变已载入个人的历史 , 这时举办庆祝

“步入成年”设计有关的“成人教育”的主题活动的价值是不言

而喻的。个别班主任在班上设计“告别幼稚 , 拥抱青春”的主

题班会作为大一 、大二阶段的一个总结性主题教育活动 , 收到

过十分可喜的效果。学生的成人感明显加强 , 班集体的感召

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学生的学习目的性更是显著提高 , 为

即将到来的大三或大四阶段学习上的“会战”奠定了理想的心

理基础和浓郁的班级学风。

第五 ,形式多样性。作为班级活动决不能陷入程式化 , 让

学生感受的是班主任总是那么“老三篇”式的教育形式 ,这种

形式不仅不能形成有效的积极暗示 , 而且随时间的推移 , 暗示

将朝着反方向发展 ,形成消极暗示。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 ,主题教育活动应属典型的间接暗示 ,

即由暗示者凭借其他事物或行动为中介 , 把要传达给受暗示

者的关于某一事物或行动的信息间接地提供给受暗示者 , 使

他迅速而无意识地加以接受。这是一种主要的暗示方法。由

于它一般不会使暗示者产生心理抗拒或其他问题 , 所以效果

往往大于直接暗示。可见 , 主题教育活动是传达班主任教育

意图的最有效的途径。但应注意的是:作为班级主题教育活

动 ,也应兼顾到间接暗示和直接暗示相结合 ,防止活动的涵义

不能为学生所理解 , 从而失去暗示的价值。

2.3　暗示的活化:注重学生个性品质的培养

新时期的教育理念中 , 个性培养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

班集体建设就必须立足于学生个性的全面发展 、培养具有鲜

活个性和很强的社会适应性人才的高度去认识。班集体的建

设理论强调集体目标同化个体目标 , 但决不是否认学生个性

的自由发展。要让在集体意志控制下的班集体鲜活起来 , 班

主任的强制 、灌输 、说教 、一厢情愿 , 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让

每个个体鲜活起来 , 才能换得集体的鲜活。在此并非否定集

体的教育意义 , 而是针对我国传统教育观念中自我只是一个

空壳的现状而言的。

因此 ,新时期的班主任就更有必要在班集体建设过程中 ,

重视暗示的教育价值 , 利用班集体这一阵地 ,通过直接暗示与

间接暗示相结合 , 实现学生的自我暗示。让学生的自我在集

体的感召下 ,实现回归自我 ,完成自我关注 、自我设计 、自我完

善到自我实现 , 这些自我新理念必能充实空壳的自我。 这也

正是新形势下教育教学改革所希望的教育目标。

3　小结

综上所述 ,尽管暗示对于班集体的建设过程具有不容低

估的作用。但须特别强调的是 , 教师的暗示不是包治百病的

“灵丹妙药” , 它只是影响学生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只有当

它和具体的教育教学行为 , 诸如艰苦细致的思想教育 、真诚的

爱心投入 、良好的教学秩序 、全面的素质培养 、循序渐进的教

学过程 ,以及面对不同个性学生的思维启迪和感情诱导等有

机结合的时候 , 才有可能使教师的暗示真正向积极的方向发

展。倘若舍此 ,教师的暗示不为学生理解或学生不愿接受 , 暗

示的价值也就不可能得到体现。这需要班主任不断去观察研

究 ,以确保班集体朝健康的方向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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