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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计量法在高职学生干部队伍心理辅导中的运用
陈玲敏 秦晓 陈洁

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中国·江苏盐城

高校一般会把贫困生、问题家庭学生作为心理健康教育的重点，学生干部这一群体的心理问题却往往被忽视。他们是学生
和干部的双重身份，面临的心理压力比普通学生更大。论文旨在根据学生干部人际交往中遇到的困扰和实际心理需要出发
制定解决方案，运用行动式社会计量、相似圈社会计量、目标导向的社会计量法，设计特定的标准或者活动，测量和评估
学生干部队伍内部的人际关系现状，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活动，从而提高学生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和心理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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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职院校的学生干部作为学生中的优秀分子，扮演着

师生间桥梁和纽带的角色，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对通知上传下

达、任务贯彻执行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学生干部是一个特

殊群体，他们需要在与教师、其他学生干部、普通同学这样

庞大人群的接触中完成工作任务，这就意味着学生干部要面

临的心理压力比普通学生更大，这也对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人际交往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心理调试能力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这些能力的不足无形中又增加了他们的心理负

担。提高学生干部队伍的心理素质，更有针对性地做好学生

干部的心理辅导，对学生干部素质培养工作至关重要。

2 社会计量法简介

社会计量法又称社会测量法，由美国心理学家莫雷诺

首次提出并发展，是用数量来评估和测量团体中人际吸引和

人际排斥的工具 [1]，其基本前提是任何一个团体内部都存在

着成员之间正负向的相互作用。运用社会计量法，教师可以

自定义某种标准供受试者选择，根据受试者的选择结果来发

现团体中谁是明星人物，哪些人形成了次团体，哪些人被孤

立。例如，在这个团体中，你最想和谁有更多合作的机会，

走过去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在社会计量时，教师引导受试者

道出选择背后的原因，也能让受试者明确自己在团体中的

角色，觉察、自省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例如，教师要求受

试者站在你认为公开场合和私下生活中活泼程度反差最大

的人身边，待所有受试者站定后，引导受试者分享我选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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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

3 高职学生干部的心理现状与需求

3.1 高职学生干部的心理现状

高职院校的学生干部是辅导员完成学生日常管理工作

的重要助手，是第二课堂校园文化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组织

者，他们承担着学生和干部的双重身份，意味着他们要学业、

工作双肩挑，一方面要努力平衡个人学习和学生干部工作之

间的关系，另一方面还要事事领先，既是学霸又是优秀干部，

发挥好学生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除此以外，在学生工作实

践中，学生干部还要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他们不能做“好

好先生”，也难以“铁面无私”，在普通学生、其他学生干部、

老师三者之间“夹缝求生”，很容易就落入“里外不是人”

的窘境。学生干部这一标签天生赋予了他们更高的期待值，

他们时刻被落后于人的恐惧支配，尤其在面临激烈的人才竞

争时，既憧憬又迷茫，容易变得焦虑。“90后”“00后”

的他们更加自我，更关注个人得失，相互之间各自为政、互

不干涉，学生工作绩效考核不断强化他们的竞争意识，却忽

略了团队协作能力的塑造 [2]，导致学生干部队伍内部凝聚力

不强。

3.2 高职学生干部的心理需求

高职学生干部的心理需求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社交

的需要、尊重理解的需要 [3]。大多数学生干部来到这个群体，

初衷是为了锻炼、提升自我，最直接的目标就是实现并体现

个人价值，在发现工作能力不佳、学习成绩不理想、师生不

认可时，强烈的自我实现需要得不到满足，会让他们产生挫

败感。学生工作就是与人接触的工作，学生管理工作的执行、

学生活动的策划，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是这些工作的重

要一环，而掌握人际交往技巧，避免矛盾冲突，是大多数学

生干部的愿望。大部分高校对学生干部的培养重能力培训，

轻情感激励，对学生干部队伍的凝聚力建设更是缺位。学生

干部为了得到师生对自己工作的认可付出了自己的课余时

间，但工作成效、人际交往中的不足往往否定了他们的努力，

使其得不到应有的理解和尊重。

4 社会计量法在高职学生干部队伍心理辅导

中的运用

4.1 行动式社会计量的运用

这是最能引导受试者分享心境和让受试者明确自己在

团体中定位的的计量方法。教师可以发出指令，请你走到你

的最佳拍档背后，并把你的手搭在他的肩上，要求受试者分

享，你在……很出色……，随后被选者也要回应感想。测量

中会出现“人气王”和互选现象，有助于教师掌握团体成员

关系，有利于受试者之间增进感情，反省自我不足。运用此

种办法，可以满足学生干部自我实现的需要。

4.2 相似圈社会计量的运用

共同点是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法宝。新媒体时代，

动动手指就可实现“零距离”交流，虚拟世界交流的增加伴

随着面对面交流的减少，大学生们在课余时间更愿意呆在宿

舍玩手机、打游戏，所有沟通都可在线上完成，这种感受不

到真实情绪的交往让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更加疏离。要想增进

学生干部队伍的凝聚力，从这个团体建立之初，就要创造更

多的机会让他们多接触，尤其要帮助他们找到共同点，从而

缓解初次相识的尴尬。相似圈社会计量就是用共同点建立人

们之间联结，教师可以让所有受试者围成一个圈，要求同样

生肖、星座、年龄、户籍的往内走一圈，在走动过程中，受

试者势必会有交流，站定后同一圈的受试者就会发现，在这

个团体里，我和哪些人有共同之处，这种互动方式也是最为

直观、高效能拉近受试者距离的方式，可以满足学生干部社

交的需要。

4.3 目标导向的社会计量的运用

目标导向的社会计量方法可以迅速掌握受试者对某件

事情的态度。在学生干部队伍成立半年左右，他们的心理焦

虑逐渐产生的时候，教师可以采用此种测量方法，用颜色

艳丽的丝巾在活动场地上设置一个圆心，要求受试者根据自

己在学生工作中的焦虑程度站位，非常焦虑的站在圆心处，

很轻松地站在场地最边缘，要求受试者分享焦虑原因，从而

增进成员间的相互关心和理解，满足学生干部的尊重理解的

需要。

5 结语

由于社会计量法是分析团体人际选择结果与联结关系

的方法，需要教师设置某种标准或活动以供学生选择，选

择结果是否能够评估该团体的人际交往情况，取决于教师

提供的标准或者活动是否有利于反映人际交往关系。所以，

在教师制定标准、选择活动方式前，需要对学生干部队伍人

员基本情况进行充分调查，力求制定能“切中要害”的标

准。教师既是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也是智慧的观察者和

发现者 [4]。教师既要完成测量活动的组织，也要对在场学生

的反应有敏锐的感觉，防止受试者受到心灵创伤。在受试者

分享环节，营造不批判、不评价、不指责的氛围，让在场的人，

听别人的故事，治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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