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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际沟通对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意义重大，它是儿童实现社会化的必要途

径。当前，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家庭结构，城市化进程加速而带

来的居住格局变化，父母职业压力带来的家庭教养方式，以及新媒体时代沟通交

往方式的变化等因素影响，造成儿童人际沟通交往频率低、沟通质量差等问题，

进而导致了儿童成长过程中系列的心理和行为问题。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十分

必要，不容忽视。 

少先队教育是我国学校儿童教育的一个特色。小队是最基层的少先队组织，

小队活动在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上具有“以群治独”的特殊组织功能和多重

育人作用。本文立足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视角，探析少先队小队活动育人的有

效对策。首先，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理清人际沟通能力和少先队小队

活动的内涵；其次，以厦门 A 区不同学校四类不同生源的儿童群体进行调查，对

辅导员和家长进行访谈，加以实践案例资料等作为支撑，分析当前儿童人际沟通

能力现状及其培养存在的问题原因；然后，从理论入手，分析小队活动在儿童人

际沟通能力培养中的潜在优势。重点阐述五种不同类型小队活动在儿童人际沟通

能力培养中的特殊作用，证实在小队活动中培养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的现实性和独

特优势；接着，分析当前小队活动中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缺陷；最后，针对性地

提出强化小队活动人际沟通能力培养功能的对策建议。 

基于儿童人际沟通培养视角的小队活动育人探索，不仅可以为儿童人际沟通

能力的培养提供策略参考，服务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还可以更好地推进少先队组

织建设，为新时期少先队工作提供思路借鉴。当前，由于少先队小队活动教育领

域的研究还不太丰富，加上，人际沟通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比较复杂。如何强化

小队活动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功能，值得探讨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城乡不同

校情下的小队组建问题、小队活动时间不固定性和小队辅导员不稳定性而带来的

小队人际沟通课程的实施衔接及人际沟通能力发展的评估等等，本文还未能进行

相关探索。囿于个人能力，本研究对于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深入性、系统性

以及小队中培养内容和途径的创新性等都还很有欠缺，期待在未来可以和其他研

究者共同探讨。 

关键词：人际沟通能力；少先队；小队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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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 (ICS) are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hildren’s 

healthy growth. ICS constitute a necessary way for their future socialization. However, 

four trends today work to it’s disadvantage: decline of birth rate after years of 

applic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change of living environment brought by the 

accelerating urbanization, decrease of necessary teaching from parents haunted by 

professional pressure, and evolution in forms of human contact in new media age. Due 

to the trends above, our children’s contacts with others lessen, and their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ability declines. This could create afterwards series of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 problems in children’s growth process. It is the reason why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neglected.  

    Young Pioneer (YP) training is a characteristic in our country’s 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And the GROUP is the primary organization of YP. The activities 

conducted by a YP group can play a special role in development of it’s members’ ICS, 

through the method called collectivism against autism, and many other educational 

functions. This thesis is aimed at studying on effective ways of education within a YP 

group, from the angle of children’s ICS development. Firstly, I will make clear the 

connotation of ICS and YP group activities, through arrangement and analysis of related 

documentation. Secondly, I will conduct research on children admitted by 4 means in 

different schools of Zone A in Xiamen, including interviews to school teachers and child 

parents, and basing on practical cases study, make analysis of the status of children's 

ICS so as the causes of problems concerning ICS development. Then, I will exam the 

potential advantage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ICS. 

Emphasis will be put on the special role of 5 different kind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in 

children's capacity-building, in order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and specific advantages of 

these activities. Next, I will look into the defective side of actual YP group activities. 

And aiming at it, I will put forward, at the end of the thesis, several proposals to 

strengthen the function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in terms of children's ICS development.  

    This study on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from the angle of 

children's ICS development, will try not only to serve as useful decision-making support, 

in favor of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our children, but also to advance the building of 

YP organizations,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YP work in new era. However, there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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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 to now not many studies o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and it is 

quite complicated to establish all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in the ICS development. On how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YP group activities, many questions are worth 

further study, such as construction of different YP groups in urban and rural 

environment, linking of different courses on ICS and their evaluation under the 

circumstances of tutor change or schedule modification. This thesis does not deal with 

the above-mentioned points. Limited in my personal capacity, I do not achieve 

completely the goal of making an exhaustive or systemic study on the children's ICS 

development, neither be able of exploring innovative ways for YP group activities. That 

is why I’m keenly looking forward to exchanging views with others researchers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 Skills;Young Pioneer;YP Group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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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引言 

（一）选题背景 

儿童人际沟通能力是儿童成长发展的一种重要能力，它对儿童适应未来学校

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成人后的人际关系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儿童主要通过人际

沟通交往行为来实现对同伴、成人、社会和自然的理解，因此，对儿童人际沟通

能力培养不容忽视。少先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儿童组织，在当前学校教育中，具

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作为最基层的少先队小队组织，“少”而“小”

的特点，在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方面具有以“群”治“独”的特殊组织功能

和多样类型活动的多重育人功能，要充分发挥它潜在优势，更好地为儿童的健康

发展服务。这是本研究选题的主要思考，具体分析如下： 

     1.强化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必要性 

    人际沟通对儿童的个性养成、情感发展和健康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儿童

实现社会人转化的必要途径。当前，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少子化家庭结

构，城市化进程加速而带来的居住格局变化，父母职业压力带来的家庭教养方式

以及新媒体时代带来的沟通方式变化等因素，造成了儿童人际沟通交往频率低、

沟通质量差等问题，导致了一系列的儿童成长的品行差异和心理障碍问题。曾有

国内学者调查发现，当今我国儿童有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占 32.0%。他们当中很大一

部分人都存在着霸道、不自信、叛逆、与人相处困难等问题。在心理压力事件的

研究中，发现有 40%属于人际关系方面，主要集中人际交往和沟通问题。20世纪

9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首先提出了沟通智力概念，认为今天的儿童变得更加神

经质、更消沉、更孤僻、更叛逆，主要是由于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没能得

到应有的重视。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城市高楼林立，居住格局多为一家一户，

“鸽子窝”式的居住环境使人们更加自我封闭，彼此缺乏交流。一座大厦里一个

家庭一个独立的小天地，住了几年的邻居，都还互相不知道对方姓甚名谁，更何

况孩子之间，几乎不会有什么交流。一些小区尽管有草坪和绿地，也是面积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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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儿童游戏的场地，无法满足儿童相互玩耍和交流的需求，加上户外安全考虑，

最终使儿童的出户率极低。孩子基本上是在家由爷爷奶奶陪着一起玩，除了在学

校能有机会与其他伙伴有一些有限的接触，几乎再没什么机会锻炼孩子的人际沟

通交往能力。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然而，由于父母双方工作压力，心理期

望和角色扮演的反差，让“只生不养”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父母无暇顾及孩子，

少有时间与孩子相处沟通，难得有时间相处，也常会因为“补偿”心理而过度宠

溺、放任。造成不少孩子在人际沟通交往时常常会表现出不适应或能力较差。其

中一部分人表现极端，要么极其任性自私、要么极其孤僻，惧怕与他人沟通，在

人际关系中总是感到不舒服、紧张。有些父母因为自身教育观念的偏颇和言行教

养不当等原因，也容易导致儿童相应的人际沟通问题。 

    越来越普及的大众传媒，使得当前的少年儿童可以享用更为便利和丰富的电

子媒介资源。为了解儿童的现代媒介使用情况，笔者对 A校 1至 6年级的 1300多

名学生进行了专项抽样调查：儿童平均每天使用四种媒介，大约 80分钟。其中看

电视和使用手机学习，平均为 50分钟；大约 15-20分钟用于课外阅读；另约 10-15

分钟用于玩电子游戏。周末使用媒体，特别是电视、电脑和手机游戏的时间则更

长，大约花 2.5个小时。调查中发现，手机成为当前儿童接触率最高的媒介，约

50%的儿童每天都会使用父母的手机 1-2次，高年级的孩子多数配备手机，使用次

数还会更多一些。调查中了解：中低年级学生平均每天使用手机 30分钟，高年级

甚至超过 1小时。看玩手机、iPad、电脑等电子媒介使得儿童足不出户就能享受

聊天游戏，让他们更加懒得与同伴相处，久之，便导致儿童面对面的人际沟通能

力下降。 

2.发挥少先队小队活动育人的优势 

少先队是少年儿童自己的组织。它是我国儿童教育的一大特色，是每个家庭

中孩子成长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学校儿童教育中，具有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

小队是少先队最基层的一级组织，一般由 5-7 人组成，因为人数少，队员之间可

以更直接、更经常的接触交往，它是儿童社会交往的一种组织表现，具有凝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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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的基本功能，能较好地满足孩子们玩、知、主、群、参、创六大需求。
[1]
它是

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养成的独特载体。因其人数“少”、规模“小”，便于组织开

展，易于队员之间相互熟悉交往，有利于培养情感、建立友谊。小队队员一般由

熟悉的同龄伙伴组成，可以提升儿童的交往信心、激发儿童的沟通欲望。小队的

活动一般都是团体性的，需要队员之间互相协作，有合作就会产生沟通交流，而

沟通过程中冲突问题的解决又可以丰富儿童的人际交往经验。可以说，少先队小

队活动对儿童能力的形成，特别是对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有多重作用。它能给予

儿童在更大范围内沟通交往的舞台，让他们在活动中拓展视野，提升能力。在小

队组织中队员可以交流情感、建立友谊、学会协同、锻炼合作能力、提升人际沟

通交往技巧；在小队组织中队员可以表现自己、发展自己，满足自尊需要，满足

人际沟通交往的情感需求；在小队组织中队员可以互相激励、相互制约、学会民

主平等、促进自我教育；在小队组织中队员能够掌握人际关系准则，汲取人际沟

通交往动力，乐于参与人际交往，逐步实现自身的社会化，并建立起自我的社会

关系。这就是小队活动在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潜在优势。 

根据走访了解，当前不少地方学校，老师和学生对少先队大队和中队的概念

淡化，更不了解小队组织和小队活动。另外，各种名目繁多的补习班使儿童的寒

暑期早已异化成为他们的“第三学期”，双休日“开小灶”、奔波于各种培训机

构，小队活动时间难以保障。加上小队活动空间的安全因素考虑、小队活动内容

无系统性规划，辅导员队伍不专业等原因，使小队特有的活动教育功能无法得到

发挥。 

基于对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和对少先队小队活动育人优势的

理解。本文认为，在小队活动中培养儿童的人际沟通能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探索如何提升小队活动质量，强化其活动育人功能，不仅可以有效培养和提升儿

童人际沟通能力，服务于儿童的全面发展，还能有效推进少先队小队组织建设，

为新时期少先队工作的开展提供可借鉴思路。那么，当前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现状

如何？在小队中培养儿童人际沟通能力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什么样的解决对

策？这些都是研究的重点。所以，本文立足儿童人际沟通的视角，分析了儿童人

际沟通能力现状以及小队活动缺陷对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影响原因，在此基

                                                      
[1]段镇.少先队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93.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æ¡�é�¢/report_Wendy1981xm_2017-4-3-17-58-07/PaperPass-ä¸�ä¸�ç��-æ£�æµ�æ�¥å��/htmls/sentence_detail/120/120.htm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æ¡�é�¢/report_Wendy1981xm_2017-4-3-17-58-07/PaperPass-ä¸�ä¸�ç��-æ£�æµ�æ�¥å��/htmls/sentence_detail/120/120.htm


少先队小队活动人际沟通能力培养问题分析及对策研究--以厦门市 A 区为例 

 4 

础上针对性地提出强化小队活动儿童人际沟通能力培养功能的对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沟通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存在了上千年。对人际沟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 60 年

代，到 70 年代逐步得到重视。本文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人际沟通能力”为关键词的

学术成果，共获取搜索结果 1791 条，主要涉及社会科学、哲学、医药卫生、管理

学等学科领域。在这些学术成果中，对于人际沟通能力的研究大多从护理专业、

医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角度入手，在医药卫生方面，有关研究有 1573 篇，其

中有 26 篇是针对大学生的研究，仅有 1 篇涉及青少年（初中生）的研究。 

少先队是中国特色的少年儿童组织，一直以来建队育人都是它的重要使命。

对于少先队工作，新中国成立至今历届党中央领导和各地市主要领导阶层一向十

分重视。长久以来各级少工委部门和少先队热心工作者也都一直致力于少先队工

作的研究和实践，当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少先队育人的工作成果和经验，少先队

事业也正迅速发展着。但由于少先队作为学科也是在 2012 年才正式提出，当前关

于少先队教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少先队小队”相关的研究类文献资源并不丰富。

在中国知网检索 1949 年至 2015 年以来有关“少先队”的中文文献有 1500 多篇，大

部分是期刊，其余主要是一些领导讲话、政府文件、工作报告、优秀事迹报道、

大事记及与少先队相关的文学作品等，其中有 14 篇相关的硕士论文，相关博士论

文没有；以关键词“少先队组织”进行相关检索，所得数据为：期刊论文 17 篇，硕

士论文 2 篇；仅查到以“少先队小队”为检索词的期刊文章 7 篇。笔者也尝试在 SCI， 

SSCI 以及 ERC(教育学研究全文期刊数据库）等外文期刊数据库中进行搜索，均未

见国外学者有相关问题的研究。国内少先队老专家段镇老师在他专著《少先队学》

的借鉴论部分有很少一部分关于俄罗斯少先队的演变与新发展（座谈记录）、列

宁夫人的少先队教育思想、美国童子军的经验以及日本儿童会及其辅导的论述可

供参考。 

本文立足儿童人际沟通能力的培养视角，探索少先队小队活动育人的对策，

纵观已有可借鉴研究，大致有以下方面： 

1.关于人际沟通能力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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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分析来看，当前对于人际沟通能力的研究，主要是从医药卫生、哲学

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科技、信息科技以及经济与管理学等多学科领域来进行。

特别是在护生、医学生和大学生群体的研究更为深入。而已有的学术成果也更多

的集中体现在护理学、医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专业方面。 

关于人际沟通能力的研究在卫生教育领域较有代表性的是：黄智清、徐华珍

发现护生在人际沟通方面处在中等偏下水平，体现于个性心理方面存在不信任感、

自卑感，负性情绪比较严重，不愿与人交往。[1]管园园、王锦帆在调查中发现学校

和家庭的培养不够是导致医学生的人际沟通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缺乏的主要原

因。
[2]
王祥荣、程志军用 18项调查问题从不同角度和视野说明了护生学习成绩、

个性发展与人际关系之间成一定的正相关系。[3]廖娟，聂黔辉等以真实数据论证了

角色扮演法能有效提高护生人际沟通能力。[4] 

人际沟通能力关于大学生方面的研究主要有：刘盼提出四个应对人际沟通的

问题策略。即，学会换位思考，懂得运用共情方法；悦纳自己，克服自卑心理；

宽容待人，拥有开阔的胸怀；掌握人际沟通的技巧。[5]刘敏、王珊珊等，从大学生

自身、家庭以及学校应采取的措施三个方面提出了人际沟通培养的对策建议。[6]

杨彩玲、李娟等，构建了相关的人际沟通结构模型图。[7]罗丙军提出了如何构建沟

通教育机制和加强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培养。[8]向多佳建议通过调整相关课程设置

和在相应人才培养指标中增加相关描述来提升学生对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认知和

重视。[9]冯振年提出人际沟通中的最大障碍是文化偏见，这观点为本文在小队中培

养儿童的人际沟通能力拓宽了思路。[10]陈婷婷、张丽娟等，论证个体综合沟通能

力提高的必要性。[11]熊枫分析了四条提升大学生沟通能力的路径，即良好表达能

                                                      
[1]黄智清,徐华珍.护理职业学院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状况调查分析[J].职业技术,2009(9):83. 

[2]管园园,王锦帆.低年级医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现状研究:以南京医科大学为例[J].南京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2(4):141-143. 

[3]王祥荣,程志军.对 196 名护生人际沟通能力的现状及成因的分析[J].科技教育创新,2007(24):263-264. 

[4]廖娟,聂黔辉.角色扮演法对在校本科护生人际沟通能力影响的研究[J].护理教育研究,2013(7):160-161. 

[5]刘盼.大学生人际沟通的问题与对策[J].新西部,2014(14):132. 

[6]刘敏,王珊珊.大学生人际沟通的影响因素与对策分析[J].新西部,2014(2):110-111. 

[7]杨彩玲,李娟.高校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研究[J].企业导报,2016(2):158-160. 

[8]罗丙军.提高当代大学生人际沟通有效性的策略[J].教育与职业,2015(7):118-120. 

[9]向多佳.关于高职会计类专业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现状的调查报告:以成都职业技术学院会计类专业学生为例

[J].时代金融,2014(7):215-216. 

[10]冯振年.职业教育环境下少数民族学生人际沟通能力研究:以兰州市商业学校藏族学生群体为例[J].边疆经

济与文化,2014(12):97-98. 

[11]陈婷婷,张丽娟.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与沟通行为有效性现状及改善方法[J].科技视界,2013(14):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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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培养，善于进行有效的提问，学会赞美和批评，于积极倾听。[1]王馨的硕士论

文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的人际沟通能力越高，面试能力也会越高。[2]马湘桃从社

会心理、传播等多学科领域，提出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培养的基本策略。[3]为本文

小学儿童沟通能力的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实证研究参考。 

2.关于少先队小队活动的研究 

小队活动是最基层的少先队组织活动。小队活动开展的效果，不仅可以影响

队员团结友爱、乐观活泼、互助合作良好品质的形成，而且还会直接影响队活动

育人的功效。然而因为社会安全、辅导员师资、儿童成长观念等因素的制约，少

先队小队活动的开展受到了限制。笔者在文献整理中，发现有关少先队小队组织

活动的研究，大部分是雏鹰假日小队的研究。 

    “雏鹰假日小队”是 1995 年新工时制实行，各地少工委针对双休日出现以后

学生社区休闲时间增多的特点，开展的社区少先队活动的一种运行模式。中国少

先队工作学会张先翱老师从假日小队的活动内容、创建依据、活动特点、活动组

织、使用范围五个方面就如何开展雏鹰假日小队活动做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

[4]2004 年周小敏，徐英介绍了园南中学以“问题--自主探究--实践--合作”为核心观

念，逐步开发出的融知识学习、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为一体的“体验型小队实践

活动”。[5]2007 年星火阐述了“拉动式小队”活动的起因、过程以及实践和总结，

再现了活动现场各种热火朝天的场面。[6]2008 年王兆华提出了关于加强小队队伍

建设、完善假日小队的阵地建设以及合理组建假日小队的建议。[7]颜常敏介绍了小

队创建的基本流程，还总结了四个“特色小队”创建原则：面向多数、自愿为主；

小中见大、点上开花；全面成长、发展个性；实践依托，服务成长。[8]纪红霞提出

可通过建设“家庭小队”的组织机制来家园共育的时代需求。虽然是幼儿园教育工作

的一个探索，但她“家庭小队”这一家园共育的新模式，为少先队小队的构建提

                                                      
[1]熊枫.当代大学生的沟通能力培养探析[J].吉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2):43-46. 

[2]王馨.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与就业面试能力关系研究[D].云南师范大学,2014(I-II). 

[3]马湘桃.大学生人际沟通能力调查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2011. 

[4]张先翱.雏鹰假日小队[J].中小学管理,1998(6):31-33. 

[5]周小敏,徐英.依托社会与生活,体验学习与合作:上海市园南中学体验型小队实践活动研究[J].全球教育展

望,2004(5):49-51. 

[6]星火.拉动小队“拉”近你我,“动”出精彩:落实“全队抓基层、全队抓落实”工作思路科研成果展[J].辅导

员,2007(4):31. 

[7]王兆华.农村少先队开展“雏鹰假日小队”活动现状与对策[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6):22. 

[8]颜常敏.浅议“特色小队”的创建[J].教育科研,2008(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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