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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体能量板块结构理论与班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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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班集体的管理离不开理论的指导，但是目前班级管理

的理论大多属于管理经验、方法技巧的提炼和总结。现有的一些

班级管理理论也不能称为真正的班级管理理论，它们是社会心理

学，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在班级管理中的运用。班级能量板块结构

理论是尝试专门探索班级管理的理论，其基本观点是，在一个班

集体里由于学生价值观、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等的相同或相近，

会自发地形成不同的学生群。不同学生群会对班集体产生正面或

负面的影响，形成不同的能量板块。它们之间的互动决定了班集

体的好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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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级管理的相关理论

（一）相关班级管理理论概述

1. 群体动力理论

群体动力理论论述的是群体中的各种力量对个体的作用和影

响，由美籍德国人（Kurt Lewin）提出。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行

为是个体内在需要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在群体动力理论视角

下，班级群体是由班级成员及其所处的心理环境共同组成，而班

级成员的行为表现受班级群体心理的影响。班级群体对个体的影

响包括班级群体的构成与角色，班级群体规范如班级制度、纪律、

班风，班级群体舆论如班级群体中个人意见或言论。

2. 人性化管理理论

人性化管理基本涵义是关注班级学生人性方面的需要和心理

满足，挖掘学生本身所具有的潜能。班级中的人性化管理，要求

尊重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人翁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

性。使每个学生能感觉到是班级中不可或缺的一员，感受班集体

带来的温情，珍惜同学之间的友情。

3. 教师领导理论

教师领导理论强调充分发挥班级管理者对班集体建设的主导

性。教师通过班级管理所赋予的法定权力对班级进行管理，通过

对法定权力的综合运用，规范或引导班级学生的行为。在管理过

程中，教师的领导方式、个人特质等会对学生的行为与班级特点

产生重要影响。

4. 学习风格理论

学习风格指学生在学习时所呈现的偏爱方式，这种方式是基

于学生个性的基础上，受周围环境的影响，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

形成。这一理论要求不但要尊重学生的个性，更要关注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快乐感受，引导学生对自我学习特性有充分的了解，采

用适合自己的学习策略。然后把学生的学习认知能力拓展为在班

级中的自我管理能力。

5. 班级纪律理论

班级纪律理论认为纪律和规范对班级风气的形成起到重要作

用。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制性使学生逐步形成规范意识，然后内化

为自觉意识。

纪律的外在强制性干预包括引导、互动、干涉等三种模式。

引导模式要求教师或者班级管理者关心学生的思想、情感和

爱好，强调学生的自觉意识。

互动模式表现为教师和学生在身份上的平等性，通过师生的

友好互动，产生共鸣，形成共同的心理感受和共同的班集体情感。

学生在内部和外部合力的作用下，其行为思想达到教师所期望的

自觉效果。

干涉模式是指教师通过高压性的控制和规范使学生就范，对

学生的思想、情感和爱好并不过于关注。

这一理论认为学生可以在长期的制约性下逐步形成班级管理

者所期望的行为，从而达到所需要的管理效果。

（二）相关班级管理理论的缺陷

这些班级管理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就目前来说尚没有一种真

正为学校班级管理服务的理论，上述的这些理论也不是真正的因

为班级管理而产生的理论。如群体动力学理论是一种社会心理学

理论。

人性化管理理论和教师领导理论，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一

种行政或企业的管理理论。学习风格理论是对个体学习特点学习

方式方法的研究，班级纪律理论，实际上不能称之为理论，而是

班级管理经验的归纳。

因为班级是一个群体组织，社会心理学的某些理论观点适宜

于对班级的研究。班级管理也属于管理范畴，和行政管理企业管

理也有某些共同的地方。所以这些管理理论用于对班级管理的研

究上，确实也能解决某些问题。

但班级管理的对象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是儿童或青少年，

它的管理方式不同于行政或企业的管理，管理过程中更强调引导

性教育性，其管理目标与一般的管理也不同，不是追求效益，而

是关注人的充分发展。所以在对班级管理的研究中，探索构建以

班级为主要对象的管理理论，应该成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二、班级能量板块结构理论

（一）基本理论

1. 班集体能量板块的含义及其构成

在同一个班集体里，学生由于人生价值观、学习态度、行为

习惯、精神风貌、纪律意识等的相同或相近，会自发地组成不同

的学生群。不同学生群的思想和行为会对班集体产生不同的影响，

对班级的反战演变释放不同的能量，这种不同的学生群及其对班

级产生的能量称之为班集体能量板块。

一个班集体通常有三大能量板块，对班集体具有积极影响的

叫做正能量板块，具有消极影响的叫做负能量板块。介于两者之

间的叫做中间型能量板块。

2. 班集体能量板块之间的互动模式

任何形式的班集体，从组建到解散的整个存续期间，其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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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存在着三种不同性质的能量板块结构，各能量板块之间遵循一

定的互动模式路径相互作用，其互动模式主要表现为相互斗争，

即各能量板块之间在某一个班集体里面争夺各自的存在空间。

在各能量板块之间的斗争主要体现在负能量板块和正能量板

块之间的斗争，这两者之间斗争的结果产生不同性质的班集体。

积极向上的班集体或者平庸普通的班集体，或者歪风邪气主导的

班集体。

3. 班集体能量板块之间的斗争

班集体能量板块之间斗争的主要形式主要体现在正能量板块

与负能量板块之间的斗争，包括自发斗争和自觉斗争。

自发斗争是指班集体内部各能量板块之间在没有外来力量的

干预下，自动发生的，争夺存在空间的斗争。在自发状态下的斗争，

主要是消极能量板块侵蚀正能量板块和中间型板块的空间。

自觉性斗争是指在班主任或者班集体管理者等外力的干预下，

正能量板块占领中间型板块和负能量板块的空间。

这两种不同的斗争从班集体成立之初就存在，并一直伴随到

班集体的结束。在班集体组建之初，各能量板块在班级体中各自

拥有属于自己的存在空间，但是它们所拥有的存在空间大小并非

固定不变，而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的，彼此消长的动态化中。这是

由于负能量板块和正能量板块之间时刻进行着的斗争决定的，两

种能量板块都想通过侵略其他板块的空间，扩大自身生存空间。

班集体建设的好坏，处决于它们之间相互斗争的结果。

（1）自发性斗争

在自发斗争状态下，常常是负能量板块不断侵夺正能量板块

和中间型板块的生存空间，导致负能量板块的生存空间不断扩大，

正能量板块的领域不断缩小，如果缺乏外力的干预，班集体就会

逐渐被负能量板块所主导，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纪律散漫、缺乏上

进意识的班集体。一个班集体形成以后，如果不加以管理和引导，

任其自我发展的话，最终必然会走向混乱和散漫，而不会自然地

成为一个规范和上进的班集体，这正是由于能量板块之间的自发

斗争所导致。

（2）自觉性斗争

自觉性斗争是指在班主任或者班集体管理者的干预下，辅助

正能量板块争夺中间型板块和负能量板块空间的斗争。当正能量

板块逐步侵占负能量板块和中间型板块的空间，在班集体中取得

主导地位时，形成优秀的班集体。

（3）自发斗争向自觉斗争的转化

优秀班集体的形成取决于班集体能量板块之间的斗争形式，

能否由自发斗争转化为自觉斗争，并取得自觉斗争的胜利，其

关键因素是外力的干预，对正能量板块进行辅助，使之战胜负

能量板块，让正能量主导班集体，尽量压缩负能量板块的存在

空间。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外力干预都能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班集体，

不恰当的外力干预可能会起到反作用，助长负能量板块的斗争。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班集体的管理措施都有助于自觉斗争的形成。

很多班主任为班集体建设操碎了心，可是从班集体的建立到解散，

班风一直没什么好转。

（二）班级能量板块斗争理论与班级管理

有效的班级管理措施需要和板块之间的斗争模式及其规律相

符合，才能够促进自觉斗争的转化和胜利。

1. 班集体成立之初的班级管理

班集体必须进行管理和诱导，佛系班主任不会带出一个好的

班集体。在班级体组建之初，各种能量板块尚未定性成型，这是

扶植正能量板块占住主导地位的关键时刻。所以班级组建之初，

班主任必须花大力气对班级进行管理的时候，培养班干部，健全

班级管理制度，初步奠定班级风气，培养有利于正能量板块在班

集体中的主导地位。

班主任须熟悉班上每个学生的成长历史，心理特征，家庭背景，

个人爱好，擅长和短板，评估其可能会哪一个能量板块发挥作用，

起积极作用的鼓励扶植，可能起消极作用的予以警惕引导。

2. 对负能量板块的压制

对负能量板块的压制主要是尽量压制负能量板块的存在空间，

谨防班集体不良风气形成，更不能让其在班级体占住主导地位。

主要措施包括及时发现并彰显班上出现的好的动向，比如学习、

劳动、集体荣誉感、好人好事、同学相互之间的关爱等。

让积极向上、充满了正能量的学生在班上发挥作用，帮助他

们在班上确立主导地位。及时发现并制止在学习、纪律、班级劳动、

同学感情等方面不好的苗头或趋向。

3. 合理分配对不同能量板块的关注

班主任的管理时间是有限的，除了班级管理班主任还要一样

地承担教学任务。所以班主任要善于利用时间，在班级管理上，

要把关注度用在对班级进行整体，全局的管理上。

一般情况下，班主任把有限的时间更多地花在了班上个别调

皮捣蛋的学生身上，也就是那些极具负能量的学生身上，而忽视

了对班集体的整体引导。

强调对个别负能量学生的个别辅导，对他们过多的关注，不

如把这样的学生置于一个良好的充满正能量的小集体中。如宿舍

的安排，座位的安排，让他出处于一个良好的正能量的氛围中逐

渐发生改变，安排品学兼优和七其性格相投的同学结对子做朋友。

而把更多的时间花在班级整体气氛的引导上，坚固中间能量板块

的学生向正能量板块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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