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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是社会中的重要群体，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

在现代社会中，大学生普遍存在着从众心理的问题，这种心理是影响个体价值观念与思想道德形成的关

键因素。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明确大学生从众心理产生的原因，从众行为的具体表现，认识

到思想政治教育对正确引导从众心理的重要性，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策略，

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从众心理，消除其负面影响。 
 

关键词 

大学生，从众心理，思想政治教育 

 
 

A Study on the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s’ 
Herd Mentality and the Interven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ei Zhang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Jiangsu 
 
Received: Jul. 13th, 2023; accepted: Aug. 16th, 2023; published: Aug. 28th, 2023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an important group in society, and their ideology and behaviour have an im-
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However, in modern society, 
college students generally have the problem of herd mentality, which is a key factor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individual values and ideology and morality. Therefo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or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clarify the reasons for the emergence of the 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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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of the herd behaviour,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orrectly guiding the herd mentality, and 
formulate an effectiv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rvention strategy in light of the ac-
tual situation, so as to guide the college student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herd mentality and 
eliminate its nega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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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从众心理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现象，在大学生这一群体中尤为常见。这种心理会对大

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产生影响，其影响不单单体现在某一件事上，而是会造成由点到面的影响，不良的连

锁反应会潜移默化地改变大学生的人生轨迹。为了正确教育与引导大学生的从众心理，我们必须对从众

心理有深入、全面和辩证的理解，并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干预，以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

世界观。本文将从大学生的从众心理出发，分析其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及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思想政治

教育干预措施，以期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有益的参考。 

2. 从众心理基本概述 

2.1. 从众心理的概念界定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谢利夫和所罗门·阿希分别在“自主运动范式”和“线段判断实验范例法”实验

中提出了从众心理观点，这两个实验被认为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经典心理学实验。谢利夫发现在模糊的情

境中群体会逐步形成规范，而群体成员会在群体信息的影响下或压力之下产生与群体信息相统一的观点。

所罗门·阿希认为从众心理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心理反应，是在真实的或是假象的群体压力下产生的

(雷苗苗，2021)。 
当前，我们普遍认为从众心理是指在不同的情景境地中，个体受到外界群体行为的影响从而在个人

认知中产生判断偏移，个人思想上发生附和群体舆论，个人行为上开始效仿多数人的行为和观点，即常

说的“随大流”。从众人群认为在面对抉择时，遵从多数人的决定是正确的，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进行

独立思考和理性分析，不顾是非曲直的一味服从多数，更多的是一种消极的“盲目从众心理”。 

2.2. 从众心理的相关理论 

现有研究中已有不少关于从众心理的相关理论。1962 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费斯汀格在著作

《A Theory of 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理论)中详细提出认知失调论。该理论源于印度地震后恐慌

谣言的散播，彼时人们在意识上惶恐不安，而散播这种消息可以佐证他们意识上的惶恐不安，减少认知

失调。费斯汀格由此发现，人们的观念与公众态度不吻合时，就会陷入认知失调。当由于群体压力、为

获得奖赏或避免惩罚等因素来确证公众态度的合理性，这种认知失调会减轻，反之则会加重。因此要减

轻认知失调，需要改变自我立场(韩成，2020)。由此提出认知失调理论，当人们处于新环境中内心认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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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与“旧”发生碰撞，或群体中产生个体与群体之间的冲突，会引发认知失调，内心的不适迫使个

体做出选择，改变自己的态度或行为，以符合群体内部预期，从而产生从众现象(Buehler and Griffin, 1994)。 
学者伊格利提出社会角色理论，指出性别分工导致男女在不同劳作熟练程度上的差异和群体对他们

的期望差异。该理论认为社会群体中存在拟定的角色，每个位置有特殊作用和行为期望，不同的角色扮

演搭建起社会网络(Lippa, 1994)。个体根据情境调整行为以符合群体期望，加强彼此沟通融入群体。在群

体中，“簇拥者”或“顺从者”的行为更“从众化”。 
弗里茨·海德在《人际关系心理学》中提出归因理论，指出个体都有对周围人或事物解释、推断及

操纵的需求。当个体面对群体行为时，对行为事件归因的解读决定了个体是否选择从众。如果个体推测

群体行为是由于其所遇到的形势或情境等外因导致，则不会引发从众行为；如果个体推测群体行为属于

群体的规范或偏好等内因导致，个体大概率会表现出从众行为。 

3. 大学生从众心理分析 

大学生的从众具有一定的独特性。这一群体的从众心理更强烈，从众现象更普遍。不同于其他人群，

他们正处于人生关键期，思想活跃，但自身的辨识和认知能力有限，他们也处于人生的转折期，对未来

的职业、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更容易受到周围环境和他人的影响；他们具有较强的好

奇心和求知欲，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他们具有较强的情感依赖性，更容易受到情感因素的影响；

这一群体还具有较强的归属需要，而要获得归属感，从众就是一个必然选择。在各种主客观因素的作用

下，他们容易发生心理同向发展活动，即产生从众心理。从众心理是大学生群体的一种典型的心理现象

(程兆宇，王爱青，2022)。大学生群体从众对社会的影响也更为深刻。大学生通常具有较高学历，较多知

识储备，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更大，他们的言行举止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深远影响。不良心理影响

其身心发展，终而影响社会建设。 

3.1. 大学生从众心理表现 

大学生的从众心理主要表现在学习从众和消费从众上。课堂学习是当代大学生生活中最主要的组成

部分，也是最容易产生从众心理的地方。班级、宿舍每个成员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学习成绩以及平

时学习时间的利用都是其他成员最直接的参照物。而同一个校园的大学生在学习成绩上是处于相近的程

度，由于信息隔阂他们经常会产生自我良好的心境，忽略了与外界之间的比较。同学不去做的我也不必

做，同学做不到的我也没必要做到，这种从众心理逐渐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在文化课的学习中，大多数

人并不是抱有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态度去学习，他们认为只要能赶上大部队的脚步，不去做羊群的末尾

便是完成了任务。上课时查看同学是怎样的学习状态，如果发现大家都是面向黑板，便放下手机，焦急

的进入到学习状态当中，而一旦发现只有少部分人在认真听讲，就会马上终止学习行为，多学一点都是

浪费时间和精力。面对那些认真刻苦的同学心里面却是暗暗嘲讽，总觉得那种是不符规矩的个体。 
当然也存在一些积极的学习从众现象。在疯狂的内卷大环境下，大学生以“宿舍”或者“班级”为

单位而形成的集体学习氛围，比如宿舍集体考研等，可以带动整个班级的学习气氛(刘文，陈洁，2022)。
当大家选择了同一条路径时，受到惯性的影响，人们开始不自觉的内部竞争起来，逐渐的促使了自我强

化。从学校进入社会的分岔口，从众心理可以给没有方向的同学提供一条相对稳定的道路，带动不知所

措的同学汇进干流。个别不自觉的落后者也能在从众行为的效应下，为了达到群体目标而改变自己，最

后形成良好的作风。大学生中正面的影响，对周边的人有着积极作用，部分人的拼搏带动着更多的个体

衍生出从众心理，获取良好的行为方式。面对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洪流，大学生们朝着同样的目标，

携手共进，在互相监督、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学习氛围下，他们战胜了学习道路的各种困难，进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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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各自的理想。 
不仅在学习上，在消费理念上，从众心理也对大学生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纷乱冗杂的媒介信

息影响下，大学生将更多的目光投放在偏向娱乐化、自我满足化的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之中，不仅影响

着青年学生的消费观和消费行为，更加影响着学生群体的价值认知及意识形态构建。现代学生虽然在同

一所学校进行生活，但却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经济条件和消费制度，部分学生看见同学奢靡的

消费行为，难免其消费观和价值观会受到改变，忘却了本身的经济基础，开始从众消费，慢慢地，模糊

了原有的生活节奏和物质追求理念，失去了对经济的概念，最终扭曲了正确的消费观念。 

3.2. 大学生从众心理成因 

从众心理的产生，可能是自身在生长发育的过程中不自觉形成的，也有可能是受外部环境影响而客

观产生的，像年龄、性别、生活方式都是需要考虑进来的因素。美国心理学家克拉奇菲认为大学生从众

心理产生的主要原因有：智力水平不够发达，思维方式略微缓慢，缺乏主见，不具有顽强的韧性，应变

能力较差，情绪容易受到感染，内心不够自信容易产生自卑，人际交往消极被动，容易受人暗示，依赖

性强等。 
首先是个人能力不足。在当今社会发展速度较快的时代，大部分大学生从高中进入到大学并没有形

成良好的过渡，由于高中的学习课程紧张，通常学习以外的事务都是由父母安排甚至完成好的，他们习

惯了被父母决定、被老师协助的生活(赵敏，杨玲玲，2022)。而进入大学，大量的时间和空间需要自己进

行分配，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合理规划和充分利用的大学生们在需要做选择时常感到迷茫，在这种情况下，

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就成了他们的参照物，进而来决定自己的抉择。 
其次是群体压力的驱使。从众人群不仅在个体行为上会向他人迁移，在群体活动中也会随波逐流，

对于刚步入群体生活的大学生来说，面对刚刚组建起来的集体，与队伍不同的想法会使他们的心理产生

恐惧，这种无形的压力会迫使他们和自己的内心妥协并逐步向团队靠拢，和群体保持一致的行为和态度

让他们拥有一种不被孤立的安全感，宁愿做与自身意愿相左的行为也不愿意冒偏离多数人行为的风险。

正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霍顿·库利所说“从众的一般动机是由或强或弱的对不从众感到难堪和

不便的感觉构成的。”(周冬雨，李庆华，2011)罗杰斯也曾指出“青年的从众行为很可能是他在自己的需

要被接受与保留其个性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妥协。尽管他们相信保持个性很重要,但是他们同时也感到为了

受欢迎而与同伴保持一致是必要的。”(戴维·迈尔斯，2006)。 
此外，个体的差异性也是从众心理产生的源头，且往往表现于恋爱观念上的从众。青年时期的大学

生处于对爱情渴望和对异性吸引的阶段，部分大学生已经发生了恋爱行为，而一些无人问津的同学面对

空旷的寝室则会感到寂寞失落，低人一等的感觉，这种空虚在无形中让人心里产生一种趋同性的压力，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同学在思想和行为上才仿照同宿舍或同班同学的恋爱观和性观念。 
最后还包括社会环境的影响，现代社会中，信息爆炸、竞争激烈等因素使大学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

和挑战。尤其在高度发达的互联网时代，信息传递形式多样，既有自上而下、由官方媒体发布的信息，

又有普通个体发布的信息。在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大家都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观点、发泄情绪，每

天海量信息扑面而来，人们无所适从，很难形成理性判断，听从群体的观点成为无奈之举(刘文，陈洁，

2022)。 

4. 基于从众心理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思政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虽然内涵不同，但最终目标都是塑造健全人格，是互为补充的。心理教育

是思政教育的基础，大学生在适应新环境时容易出现心理问题，拥有健康的心理是解决生活问题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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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的大学生能够更好地接受和实践思政教育，提升个人素质。思政教育是心理教育的升华，可以

提高学生的公民意识、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消除个体的心理障碍，为心理健康提供保障。因此两者应

互相借鉴、融合。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心理现象、心理活动和心理规律作

为研究对象。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必定在某些方面遵循了人的心理需要和心理发展规律，重视人文关怀，

渗透人文精神。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学的关注程度增加，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作为二

者的分支和交叉，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融入心理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突出强调应遵循个体的心理发

展规律，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的理论原则指引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王洁，2020)。 

4.1.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 

大学生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人才资源，国家运行的主要后备动力，其在校期间树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影响着今后的人生走向，决定着他们是否能够担当得起实现民族繁荣和昌盛的重任。大学生中普遍存在

的从众心理，对制约大学生的特例独行，增加集体的凝聚力，促进社会适应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

其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包括个性丧失，创新精神受阻，如果不积极引导，会影响他们的社会责任感的培

养和个人发展，甚至有碍社会进步。 
从众心理利弊并存，要教育大学生正确对待从众心理，必须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的

作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有效引导大学生从众心理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和正确的人生

观、价值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是提高大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的重要途径。通

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

意识，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些都是大学生从众心理得以缓解和改善的重要基础。第二，

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自我认知和自我管理能力。大学生从众心理的形成和发展与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自我

管理能力密切相关。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对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他们的自我管

理和自我调节能力，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第三，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

大学生从众心理的存在和发展对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影响。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可以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发展观，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促进社会的和谐

稳定和发展进步。 

4.2. 思想政治教育干预策略 

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及时转变理念方法，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提高

大学生对从众心理的分析、判断和选择能力，是新时期确保大学生树立积极观念、坚持独立思考、实现

优质成长的迫切需求(崔欣玉，2022)。 

4.2.1. 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通过观察、访谈和测试等方式，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

特点、学习方式和兴趣爱好等信息，有针对的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例如，有些学生家庭条件一般，

缺乏自信心；而有些学生家境优渥，自信心强，这些学生在相处中或许会存在一定的问题。针对性格不

同，消费水平不同这样两类学生，教育方式也要有所区别。对于第一类学生，要鼓励他们表达自己的想

法，肯定他们的成就，让他们更加自信的面对自己的选择。并加强消费观教育，使其考虑自身消费水平，

不受他人影响从众消费。对于第二类学生，则要加强引导使其保持谦虚和提高独立思考能力，并通过成

功人物的故事，让他们明白追求个人价值的重要性。 
利用新媒体手段。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教授教育部制订的相关教材的同时也应该关注新媒体平台

上的思政资讯，特别是对于国内外重大事件，了解其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政治原理，及时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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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新的内容补充到教育教学中。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传统与现实的结合。然而，

仅仅依靠官方渠道的信息是不够的。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及时了解一些大学生特别关注的网红、明星等自

媒体信息(刘文，陈洁，2022)。还可以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平台推送时事热点，优秀典型事迹等内容，

增强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这并不是说要完全依赖于网络上的信息，而是要通过多种渠道获取信

息、推送信息，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将各种资源有效利用，可以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加丰富多彩、

生动有吸引力。同时，也可以更好地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国内外重大事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

价值观。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开创“木铎思享”公众号，其内容涉及理想信念、生涯规划等思政课程方方

面面。平台设计“午餐会”，邀请任课教师对学生答疑解惑，组织研究性学习小组指导学生深入学习。

还开展了以社群为依托的师生线上即时互动，增加了师生互动的趣味性，增强了思政课的亲和力。平台

还不时推送心理健康相关的微感悟、微书单和微课堂，以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心灵成长，提

高自身心理素质，进而爱别人，爱社会。 
开展形式多样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主题班会和讲座，让学生了解从众心理的成因和危害，引

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组织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增强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意识。开展辩论赛和演讲比赛，让学生锻炼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思维

能力，提高他们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组织文艺活动，如音乐会、舞蹈比赛等，让学生感受到不同的

文化和艺术形式，拓展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2023 年四川某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面向全校学生推出

心理健康教育大讲堂活动。首场讲座主题为《社会心理：迎合与服从》，不仅给同学们普及了心理学知

识，同时也引领他们探索自身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提高对于自身行为和决策的理性思考，提醒他们在各

种决策中，尤其在高压、“内卷”的学习生活中，保持独立思考，了解自己的内心和真实需要，探索适

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要人云亦云。 

4.2.2. 培养大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大学生正处于成长关键期，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需要学会独

立思考，掌握批判性思维，以便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各种信息和观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摆脱从众心理

的影响，形成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出正确的决策，探索自己的人生道路。 
在课堂教学中，教育工作者鼓励学生多思考。采用多种教育方法，如案例分析法、小组讨论法等，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在课程设置中，通过教授逻辑学、哲学等课程来培养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并将理论知识引申到我们日常生活中，引导学生运用批判思维方法辩证的看待从众

心理，并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例如放假期间大学生乘车事件受到了民众的一致好评，面对拥挤

的客运形态，大学生们自觉排队，有序的进行上车下车，给行人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空间，既方便了他

人，又提高了自己的内涵。我们要意识到从众心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知道什么样的从众是消极盲目从

众。在新冠疫情刚放开时，很多人盲目从众囤积布洛芬等药品，不仅使得药品价格上涨，真正需要用药

的人无法买到药，而且许多人囤积太多没有使用造成严重资源浪费。通过培养批判性思维，大学生们就

能更好的辨别信息的真伪、优劣和价值，从而避免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而盲目从众。 
学校还可以提供多样化学习资源。提供多种不同类型的教材和资料，包括书籍、期刊、报纸和网络

资源等。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观点和思想，从而拓宽他们的视野和思维方式。鼓励学生参加跨学科的活

动和项目，如科学竞赛、文化节等。鼓励学生参与实践，在实践中学会分析问题，评估信息，做出自己

的决策。 

4.2.3. 加强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引导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素质较弱的大学生在面对群体时，更容易受到群体压力的影响，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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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逐流。因此，为了避免大学生产生盲目从众的心理和行为，我们应该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具体

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在校园网上设立心理咨询中心，为大学生提供及时的心理疏导服务；通过线上举办

心理健康相关讲座、辩论赛、会议、活动等形式，全面宣传心理知识；营造一个积极向上的心理健康氛

围，潜移默化地影响大学生。同时，教育者在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时，也要端正态度，调节好自己的心理

状态，以保持积极向上的心态。清华大学就针对毕业年级学生推出六大服务：开展“心灵守护”专项行

动；开通 24 小时心理援助热线；举办清心讲坛毕业生专题讲座；定制院系“毕业心理加油站”系列心理

工作坊菜单；开展积极心理“云”训练营；提供“30 分钟”紧急陪伴服务；与北京安定医院深度合作，

提供专家治疗保障。全方位地为毕业年级学生提供了心理支持，筑造了心理安全防护网。 
开展群体规范心理教育。还要注重群体对大学生的影响，认识到群体规范对群体的重要性，当群体

具有较强凝聚力时，个体会自觉遵守群体内部秩序和约定，并为一致性目标而努力，因而要开展群体规

范心理教育，加强群体凝聚力(岳恩莉，2020)。从实际出发，将心理教育与实际生活结合在一起，通过实

际工作得到个体支持，贯彻人文关怀，关心和支持成员的心理和困难，真心实意地帮助大学生群体成员

解决心理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成长需要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让大学生在感受到这份爱

的同时也能够将这份爱传递下去。 
发挥网络领袖作用。网络领袖包括权威学者，资深评论人等，是自发推举出来的，具有高敏感度和

影响力，在大学生群体中起着引导网络舆论、充当教育媒介、促进信息传播和引导校园文化的作用，培

养正确价值导向的网络领袖对引导大学生从众心理具有重要作用。网络领袖要制造正确的网络舆论，发

布正确的网络信息，发表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论；充当教育媒介的职能，架起沟通桥梁；积极

促进信息传播。例如某大学 14 年创办“校君会”至今，一直将网络领袖与高校教育结合在一起进行主旋

律教育，对大学生心理带来了积极影响(岳恩莉，2020)。 
发挥榜样力量，使校园榜样成为大家学习的目标，逐步形成良好的从众效应。老生带动新生，实行

可持续的良性循环，形成榜样示范的力量，以某个个体为模范，学习新思想，从个体向群体靠拢，最终

实现大家向更高层次的迈进。 
提高大学生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指主体对于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尤其是人我关系的

认识，即一个人对自己本身的意识。心理导师应采取循循善诱的方式与学生进行心理上的交流，鼓励他

们积极培养自我意识并发现自身的优点。同时，心理导师还应帮助学生保持自身和周围评价的一致性，

以最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明辨是非能力和自我意识(史建梅，2014)。通过这样的指导，大学生将能够在面

对从众压力时更加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要帮助其理解并接受多元观点，保持开放心态，形成

尊重他人的不同观点和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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