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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所謂凝聚力是指教師與學生對班級團體所產生的向心力。

當一位導師最擔心的事情之一，是班上學生搞小團體，弄得四分五裂，甚至互扯後
腿。然而青少年各自有自己談得來的同儕，這種「分裂」事實上難以避免，老師該做的
是：想辦法把這些團體誘導到同一的、應有的方向，也就是要激發其向心力。

　　班級的向心力不會自然產生，必須藉由班級活動培養學生的團體歸屬感、向心力的
養成，一同工作，一同活動，一同參加競賽，最容易使學生體會"全班一體"的情感。往
往由於一次的校外活動或校內競賽，使全班學生相互認識更深，感情更濃，班級凝結力
更強，對團體與個人的關係之密切體認更深刻。他們會變得願意拋開個人私利去為團體
爭取榮譽。所以老師應該善用學校舉辦的各種比賽，同時創造性地設計班上的團體活
動，使學生的團結合作有獲得肯定的機會。

教師應有的心態與準備：

　　要激發班級的向心力，老師首先必須「要有強烈的企圖心」，因為「向心力」的表
現，不只是「全班都在做某一件事」，而是「全班都在賣力甚至拚命在向同一目標奔
赴」。除非老師在乎，學生不會那麼在乎輸贏。不是說事事都爭先的心態，但老師必須
有自己真正在乎、在行的活動項目，在這些項目上面，做周詳的計畫、抱必勝的企圖
心，帶領同學全力以赴。

　　第二就是老師必須「付出時間、心力」，一位導師如果有課才到教室、下課走人，
平常都待在辦公室，其班級學生大多渙散。當一個好老師要有和學生站在同一線的心
態，要督促、鼓勵，慰勞他們，那麼他的班級就會變得更有向心力。

　　第三就是要有「通盤的計畫」，向心力必須在實際活動中培養。老師可以利用學校
的行事曆，將重要的活動挑出來，選出幾個可以全力以赴的重要項目，如校運的大隊接
力，合唱比賽，啦啦隊比賽等，排定日期及活動計畫；至於各類才藝競賽，因較偏重個
人表現，於班級向心力的培養，幫助不大。

　　老師必須視學生的能力、時間安排活動，不要一次安排太多，讓學生人仰馬翻或荒
廢學業。活動項目、日程排定，老師可以利用班會時間，將各項活動交由相關幹部及有
專長的同學，分別組成不同小隊，分頭進行。而不是所有活動都會受學生歡迎，有些學
生會有排拒心理，所以老師應詳細說明這些活動的意義，並營造愉悅的氣氛，鼓勵大家
發表意見和看法。如果能不以投票來決定，就盡量不要投票，因為不必要的投票會增加
對立的危險，而對立的心態與向心力的培養是背道而馳的。

⼆、班級氣氛對凝聚⼒的影響與班級氣氛之影響因素

〈⼀〉班級氣氛對凝聚⼒的影響

老師與學⽣朝夕相處之下，學⽣無形之中受到了班級氣氛的影響，⽽班級氣氛是指
班級中的社會⼼理氣氛，藉由班級中各成員的共同⼼理特質交互作⽤⽽產⽣的，⽽這種
氣氛不僅影響到了班級中各個成員的思想、觀念與⾏為，同時也影響到班級中的學習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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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個好的班級氣氛會使學⽣較容易快樂、有效的學習, 直接增加班級的凝聚⼒。相
反的，不好的班級氣氛，會使學⽣較容易感受到壓⼒，且學習動機往往也較低落。所以
要增加班級的凝聚⼒，就應該要有良好的班級氣氛。班級是師⽣間和同儕間的互動團
體，班級氣氛也是所有師⽣共同營經起來的。

〈⼆〉班級氣氛的影響因素

(1)班級團體

班級團體就像⼀隻無形的⼿⼀樣,雖然看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它卻深深的影響每⼀個⼈,班
級團體的性質呈現⼀種和諧互助的氣息,則班級氣氛就讓⼈感到溫馨、快樂,但是如果反
之,班級團體性質所呈現的是同學之間相互爭鬥、猜忌的氣氛,我們不難想像班級氣氛所
呈現的感覺,它不但會阻礙學⽣彼此之間的感情及相互合作的⼒量,亦會妨礙學⽣的學習
效率及成就,因此,班級團體的性質是培養良好的班級氣氛的媒介。

(2)教師領導風格

教師乃是班級中引領學⽣各⽅⾯學習的⼀位靈魂⼈物。更有些⼈認為「有什麼樣的
老師就會教導出什麼樣的學⽣」。教師的領導對學⽣的影響是直接且甚多的，我們可以
去觀察、發現,教師在傳統的觀念下所附予的權威讓老師有合法的權利去控管學⽣，相對
也使學⽣對老師有⾼⾼在上的感覺，似乎是老師的話有如聖旨般不可違，或許在過去的
社會時代背景還可以適⽤，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集權專制的權威式領導使學⽣
與老師之間形成代溝，產⽣⼀種恐懼班級氣氛。相對的，在過渡時期產⽣的是⼀種放任
式的管教⽅式，教師給學⽣過度的⾃由，沒有教導他們適應社會的規範及法則，⽽班級
中所呈現的是如散沙般的氣氛及⾃私⾃利的⾏為，為社會帶來不少的問題。因此，為因
應社會的潮流，⺠主式的教師領導⽅式即誕⽣。

(3)學⽣的家庭因素

家庭是孩子生長之溫床，與孩子之關係最為密切，家庭對於一個人人格的形成，有
決定性的影響。近年來，由於社會環境的急遽變遷，造成家庭結構的改變，大家庭不復
存在，而小家庭應運而生，但許多父母卻各自忙於工作，而忽略了管教孩子，更缺乏與
孩子相處的時間，因此，容易造成孩子心理上的不健全發展。許多學者認為，父母不全
的家庭，不和睦的家庭，有惡習、貧窮、特權之家庭，以及管教過嚴或溺愛的家庭……
等等家庭因素，均是影響孩子重要之因素。

家庭的組成、經濟、⽗⺟的期望、及⽗⺟的管教⽅式在在都間接影響⼀個班級的氣氛。
家是學⽣的避風港，如果它出了什麼狀況，學⽣在⼼理上及⾏為上都會受到相對的影
響，不可否認的，學⽣或多或少會將這些影響的因⼦帶到班級中，⽽使原本風平浪靜的
班級氣氛起了漣漪，間接的影響到整個班級。因此，為了掌握整個班級氣氛老師不得不
對學⽣的家庭背景有相當的了解。

(4)學校環境

學校環境影響班級氣氛的形成包括很多，如：同學間相處融洽與否、老師是否對某
⼀個班級存有成⾒、任課老師是否為學⽣所討厭…等種種因素皆存在學校內，且影響著
班級的氣氛。學校如同⼀個⼩社會，⽽每個學⽣如同社會的組成份⼦--⼈⺠，⼀個社會
的環境的良窳對⼈⺠來說是很重要的，因此，學校環境在班級氣氛上也佔了相當⼤的⾓
⾊，同學間如相處融洽不僅在教室中創造和諧的氣氛，也可提⾼學⽣學習的意願，更可
締造良好的學習成績。

(5)社會風氣



近來⼈⺠對⺠主意識有了更深的認識，學⽣從⼩也被灌輸⺠主的觀念，當⼀個任課老師
對學⽣擺出做老師的威嚴時，不讓學⽣以⺠主的⽅式來處理事務時，學⽣會覺得不被受
重視，⽽多數會採取反抗⽅式對之，如此⼀來，班上的氣氛即會搞得很僵，這樣的學習
情況也會使學習效率⼤打折扣。

三、增加班級凝聚⼒的⽅法

〈⼀〉愛的信箱:學⽣把⾃⼰的感受〈⾼興的、痛苦的、疑難的〉寫出來，投入信
箱，老師定期開啟，可公開的信函，就讓⼤家分享，其他信件則⼩⼼處理。

〈⼆〉慶⽣聯誼:老師將學⽣的出⽣年⽉⽇資料彙整後，把同⽉份出⽣的學⽣列成表
冊，逐⽉利⽤級會或團體活動時間，舉⾏簡單隆動的慶⽣會，老師贈送⽣⽇
⼩禮物，壽星請同學們吃糖，分享他的快樂。

〈三〉⾳樂飄揚:上課鐘響了，學⽣尚未進入狀況，別急著罵⼈，來⼀⾸⼩⼩歌曲:
午睡醒來，來⼀段體操，能驅⾛睡意，振作精神。

〈四〉戲劇表演:戲劇是歡笑的泉源，適時的選擇教材讓學⽣發揮創造想像⼒，都可
增進班級的歡樂，甚⾄⾓⾊扮演 ，也能化解⼈際間的衝突，增加凝聚的能
⼒，促進班級情感的和諧。

〈五〉妙⽤故事:「故事」是學⽣的最愛，適當的使⽤，可提升教學效果，也可化解
糾紛，改進學⽣不當的⾏為，使老師上起課來，得⼼⼜順⼿。

〈六〉為善最樂:每週或每月，讓學生抽籤，找一名他要保護的人，然後，請學生在
暗中協助錈，不讓別人知道。時間到了，讓大家猜一猜誰是自己的守護天
使，並報告被助或助人的心得。

〈七〉榮譽制度:榮譽是一個人的第二生命，老師可藉著榮譽榜來約束個人行為的表
現，可說是事半功倍。使班上孩子愛班級，重視榮譽，激勵自己。

〈八〉製作班服:讓學生們自己畫班服的底稿，再統一定做，校慶或運動會時全班一
起穿，可以凝聚班上的向心力。  

結語

教師有責任去提供⼀個對學習有幫助的學習情境，⽽這部分最重要的便是班級氣
氛，正所謂 「 有怎樣的班級氣氛，就有怎樣的學習效果 」。⼀個良好的班級氣氛才能
夠使教學品質提升，所以，教師應建立⼀個良好的師⽣關係，並透過此關係來傳達教師
對學⽣的感情、尊重，以及對他們的肯定及⿎勵。除此之外，教師還需建立活潑且多樣
化的學習⽬標，以提⾼學⽣學習的效率。然⽽，在師⽣關係中，教師⼀⽅⾯要維持良好
的情誼，另⼀⽅⾯⼜要使學⽣獲得有效的學習，的確有點難。但是教師們除了要多吸取
知識外，更應累積塑造⼀個良好的教學環境的經驗，使教室充滿樂且有效的班級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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