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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a neglected student in the fifth grade class of a primary school in 
Shanghai.	Th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the	student	being	in	the	neglected	position,	and	to	find	out	the	possible	ways	to	
improve the class status of the neglected student by analyzing the self-centered network and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the clas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researcher believes that the student’s class status can be improved by improving th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providing the opportunity to hold the position, and improving the student’s reputation by praise and other means. At the 
same time, the homeroom teacher can emphasize the role of “middleman” in the class to improve the social status of the neglected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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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忽视学生的班级社会网络结构个案分析——以中国上海
市某小学五年级学生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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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主要对上海市某小学五年级班级中一名被忽视学生进行社会网络结构分析，目的在于了解该生处于被忽视地位的原
因，并通过分析该生自我中心网络以及班级社会网络结构，找出提高被忽视学生班级地位的可能途径。根据结果，研究者
认为可通过提高该生学习成绩，提供担任职务的机会，并通过表扬等手段提高该生声望这三个方式提升该生班级地位。同
时，可以发挥班级中受欢迎个体的“中间人”作用，以提高被忽视个体的班级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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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有学者指出，人们往往是通过一种网络式的方式去交

流以及形成人际关系的，一个小型网络通过与另一个网络或

者单独的网络节点相联系，进而能够形成更大的社会关系网

络 [1]。班级作为当前学校教育的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组织

形式，也是学校师生活动的重要场所。在班级场所中，学生

之间形成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 [2]。通过对被忽视学生在班

中的自我中心网络以及班级整体网络结构的探究，教育者能

够了解到班级学生之间复杂而多样的社会关系，及时发现并

调整学生不良人际交往模式，为今后在社会中成功建立良好

的社会关系打下基础。本研究即通过分析上海市一名五年级

“被忽视型”学生在班级中的社会网络结构，了解该生处于

被忽视地位的原因以及改善该现状的途径。

2 班级社会网络与受忽视个体

班级社会网络是学生在班级内部形成的交往关系集

合体，涉及个体在班级中的学习协作、信息交流与情感沟

通，一般将教师排除在外 [3]。1984 年学者（Newcomb、

Bukowski）运用社会测量法将学生在学校同伴中的地位分

为受欢迎，受拒绝，被忽视，和普通型这几种类型 [4]。其中

被忽视个体指在班级小社会中，未被教师和其他同学接受或

因自身原因游离于教学活动之外的个体。他们人数较少，约

占班级人数的 5%~15%[5]。他们通常有着与班级主流背道而

驰的文化，受到班级绝大部分学生的排斥或无视。在学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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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性格特点、家庭处境、心理状态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处于

劣势地位 [6]。这一阶层的学生可能会采取默然无声的方式去

对抗其他阶层学生，在师生互动过程中处于“游离”状态，

课堂参与度较低，难以得到教师的正向关注与积极评价。

3 对象与方法

本研究者使用同伴互评问卷对上海市长宁区某普通小

学五（3）班学生进行了同伴关系网络测定 [7]。具体操作方

法为班级学生对自己在班内的同伴关系进行自主评价，让学

生选择自己的朋友，并根据被选择频率来判断学生在群体中

的地位 [8]。根据 Coie 和 Dodge 于 1982 年提出的“两维五组”

模型 [9]，研究者找出班级中受欢迎型，普通型，被忽视型和

被拒绝型学生个体。同时，运用专业软件 UCINET 对问卷

所收集的数据进行处理，绘制社群图，以更形象、更具体的

图像呈现班级社会网络 [10]。

4 结果及分析

数据结果显示，该班受欢迎学生6人，普通型学生15人，

被忽视学生 1 人，被拒绝学生 0 人（该班学生总数为 22 人，

平均年龄 11 岁）。为表述方便，以下图示以及表格中每名

学生均以学号代替，其中 1~10 号为女生，11~22 号为男生，

被忽视学生学号为 8。被忽视学生所在班级的学生自我中心

网络数据如表 1 所示。

表 1 被忽视学生自我中心网络数据

网络

规模

网络成员

之间的关

系总数

网络

密度

网络成员

平均捷径

距离

弱关系占所

有关系中的

比例

被忽视学生 11 105.00 95.45 1.05 9.09

最小值 11 103.00 71.64 1.05 5.00

最大值 20 284.00 95.45 1.28 9.09

平均数 15.23 188.73 80.20 1.20 6.46

从表 1 可以发现该生自我中心网络规模最小，但密度

最大，网络成员间的平均距离最短。

以下是被忽视学生（8 号）以及班中网络规模最大学生

（14 号）的自我中心网络图（图 1 和图 2），通过对比后发

现，与被忽视学生有直接联系的学生共 11 人，其中除 2 名

男生之外其余均为女生；而网络规模最大的学生除与 1 号学

生有间接联系之外，与其他学生均有直接联系（共 20 人），

其中被忽视学生在该学生社会网络中处于边缘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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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被忽视学生的自我中心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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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网络规模最大学生的自我中心网络

班级学生群体网络如图 3 所示。从中可以发现被忽视

学生为最后一个被归入学生群体中的一个，说明其在班级小

群体中也处于边缘位置。被忽视学生首先被归入一个 3 人群

体，群体成员包括 9 和 10 号学生。与此同时，图 3 显示这

两名学生与班中其他学生的联系也并不紧密，并在两人聚成

一类之后才将被忽视学生纳入，说明该群体与班中其它群体

互动较少，在其所在的 3 人小群体中，除被忽视学生以外的

两名成员关系似乎更为亲密。

图 3 班级学生群体划分

5 影响因素与改善途径

班级社会网络的形成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个过程首先是班级与个体的互动；同时，班级以外的因素（如

家庭、校外活动等），也在以其特有的方式影响个体的交往

行为。每个学生个体也都拥有一定的主动性，可以自主选择

交往对象。班级、家庭与个体在三个维度交织在一起，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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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班级内的社会网络 [11]。由于该班级学生人数较少，共同

参与活动的机会也较大，因而成员之间大多建立的是直接关

系，其余则是由一个中间人连结形成的间接关系。图 4 为班

级派系以及重要程度层级划分，从中可以看出全班同学主要

按性别分为两大群体，而除被忽视学生之外，其余学生均与

另一群体的学生有直接联系，那么该生在与另一群体内成员

（男生）进行交往时必须有其他女生作为中介，自身对于关

系的控制力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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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班级派系以及重要程度层级划分

6 讨论与反思

布迪厄 [12] 认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种

资本决定了个体在社会阶级分化中的地位。而将这一概念运

用在班级中，有学者认为可以分为权力资本（班干部等班级

组织权力），声望资本（同伴受欢迎程度）和文化资本（学

业成绩）三种 [13]。而针对该班被忽视学生的自身状况，研

究者发现该生自进入班级伊始即成绩较差，所拥有的文化资

本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同时由于该生性格内向，做事积极

性不高，从未担任过学生职务；通过和班主任老师沟通，了

解到同学们对她普遍处于中等或者消极态度，学生组织的班

级活动极少邀请该生参加，其受欢迎程度明显低于班中其他

同学。因此，如果未来教育者希望提高该生在班级中所处的

地位，则应该分别提高这三种资本的拥有量。

如果班级看作一个生物有机体的话，学生就是这个有

机体中的细胞。班级有机体决定着学生细胞的生存状态，而

学生的个体素质及其相互间关系又决定着班级有机体的整

体风貌和育人水平。因此，如果要让每个个体更好地发展，

应该首先使其所属群体发生变化，使得班级“软环境”得到

整体提升。而这也是当下的教育者们需要特别重视和关注

的。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提高该生学习成绩的同时，提供

担任班中职务的机会，并通过表扬等手段提高该生的声望”

这三个方法改善被忽视个体的班级地位。同时，班级管理教

师要充分发挥班级中“受欢迎个体”的中间人作用，提供活

动等媒介增加与被忽视个体的互动频率，进而扩展被忽视个

体的社交群体，改善自己被他人忽视的交往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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