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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学课堂管理适度性的探讨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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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课堂管理是教师在组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措施，良好的课堂管理有助于提

高教学效果。从课堂管理的适度性入手，以调查问卷的方式，探讨了大学生对课堂上常见问题行为所对应的各种课堂管

理行为的接受度，最终得出：大学课堂管理行为应符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其轻微不当行为和异常行为应尽可能避免

易导致激烈冲突的方式，而对逃课等反教育行为不宜过度使用点名查到等直接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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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衔接校园和社会的重要阶段，课堂教学则主要向学生传授专业领域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应用

技能，课堂管理是教师在组织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措施，良好的课堂管理

有助于提高学习的效率［１］。由于大学生所处的年龄对应的心理特点，大学课堂管理的适度性显得至关

重要，过于放松的课堂管理可能使学生得到放纵，从而对学习产生一定的懈怠心理，放任了问题行为的

发生；而过于严苛的课堂管理又可能让学生对教师产生反感和敌对情绪，最终适得其反，问题行为没有

从根本上解决，反而产生新的问题行为［２］。国内外的许多学者针对课堂管理展开了研究，但大多集中

讨论课堂管理的必要性，如殷世东探究了课堂管理对良好的学风建设的影响［３］；大部分学者把精力集

中于课堂管理的具体措施探究方面，如何云剑等探讨了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培养活跃的课堂气氛的方

法［４］；黄利红提出了应巧妙设计教学内容，因人施教以减少直接的课堂管理［５］；王新民等探究了教师课

堂管理中幽默的适度应用效果［６］；ＪＡｌ－Ｈａｍｄａｎ从学生意见的角度探讨了不同课堂管理技术的效
果［７］；ＨＤｅｍｉｒｔａｓ研究了大学民主课堂管理的行为和必要性［８］；有少量学者对课堂管理的适度性原则进

行了探讨，如丁玉琴调查研究了高校语文课堂管理中的适度原则［９］。

１　高校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
高校课堂中存在的问题行为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不适当行为、异常行为、反教育行为和暴力行

为［１０］。不适当行为主要指学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对周围同学影响不大的轻微不当行为，如玩手机、睡

觉等；异常行为指对周围同学造成了一定影响的不当行为，如大声讲话等；反教育行为主要指学生出现

逃课、与老师起矛盾等严重不当行为；反教育行为进一步严重后则可能发展成暴力行为。

虽然高校课堂存在的问题与中学课堂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学生的心理状态却大不相同。大学生的

自我意识与高中时期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自我认识更具主动性，自我评价能力提高却又存在片面

性，自我概念相对更丰富、完整和稳定，自我体验较敏感、易波动，具有一定的情境性，且往往自卑感与自

尊感交织在一起，开始有了强烈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完善的愿望，但也有着强烈的独立意识和反抗倾

向［３］，因此，教师针对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而实施课堂管理行为也需要更加的细化、适度和有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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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管理行为一般可根据针对问题的不同分为课堂环境管理、课堂人际关系管理和课堂纪律管理，或者

根据不同的管理方式分为放任型课堂管理、独断型课堂管理、民主型课堂管理、情感型课堂管理、理智型

课堂管理和兴趣型课堂管理［１］。

２　课堂管理行为的学生接受度调查
为了解当前大学生对各种课堂管理行为的心理反应，以探讨课堂管理的适度性，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

形式调查了大学生对不同课堂管理行为的接受度，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２０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１７６６份。
当前一般的大学课堂中针对大学生上课玩手机和睡觉等轻微不当行为的课堂管理行为主要包括点名

批评、无指向提醒和提高声调、讲笑话等吸引学生注意力等三种方式，针对上课大声讲话等异常行为的课

堂管理行为主要包括提高声调盖过杂音、点名批评、无指向提醒等三种方式，针对逃课等反教育行为则主

要通过点名查到的方式，比较直接有效，但点名查到的频率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过低的频率没有足够

的威慑力，过高的频率往往浪费了上课的时间，又会引起学生的反感，而课堂管理的根本目的不是将学生

请进教室，而是请进教学过程。图１～图３分别为调查中学生对几种常见课堂管理行为的接受度。

　　　　图１　针对轻微不当行为的课堂管理行为的学生
接受度分布

图２　针对异常行为的课堂管理行为的学生接受度分布

　　从图１可以看出，针对轻微不当行为，点名批评的接受度最低，仅９％的同学表示接受这类课堂管
理行为，这充分印证了大学生这一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自我概念增强，但其与认知能力的发展不协

调，内心体验极其细腻微妙，自卑感与自尊感交织，自然对当众的点名批评持不认可的态度，而无指向提

醒和提高声调、讲笑话等吸引学生注意力都较好地保护了他们的自尊心，自然更容易被接受，故接受度

分别为４４％和４７％。
从图２可以看出，针对异常行为，点名批评仍然是接受度最低的课堂管理行为，仅为７％，这与上面

提到的道理是完全相同的，而提高声音盖过杂音接受度略高但依然只有１５％，这可能是大多数学生认
为这种管理行为难以收效，故而更接受无指向提醒这种课堂管理行为，在针对异常行为的课堂管理中无

指向提醒的学生接受度约为７８％。

图３　点名查到频率的学生接受度分布

本文按几乎从不点名、２５％的课点
名、５０％的课点名、７５％的课点名和几乎
每节课都点名等五种情形对学生进行课

堂点名查到接受度调查，从图３中可以看
出随着点名查到的频率提高学生的接受

度先增加后减少，其中 ２５％的课点名接
受度最高，为４４％，说明接近一半的受调
查学生认可这种点名查到的频率，几乎不

点名和 ５０％的课点名的学生接受度相
仿，分别为２５％和２３％，７５％的课点名和
几乎每节课点名的学生接受度均较低，分

别为６％和２％，几乎从不点名显然是不
合理的，选择这一选项的学生群体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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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性，整个调查结果印证了课堂点名查到的频率不宜过高，否则引起学生的反感。

３　大学生对课堂管理行为的接受度分析
从以上调查结果来看，针对大学生上课玩手机和睡觉等轻微不当行为和上课大声讲话等异常行为，

学生更能接受理性和间接的课堂管理行为，对当众点名等可能伤及自尊心的行为比较反感，而针对课堂

点名查到这种具有一定强制性的管理方式，学生则对较高的频率抗拒心理也较大，这与他们所处的特殊

年龄阶段是分不开的，刚刚脱离高中的约束步入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自我意识迅速增强，自尊心和叛

逆性都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急于显示自己的独立，塑造自己的形象，但对身边各种问题的认识又表现

出一定的片面性和幼稚性，还不能深刻、准确、全面地认识问题，所以课堂管理行为的不当将更加容易引

起反感和冲突，课堂管理的适度性显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从无指向提醒这种方式得到学生比较高的

接受度也可以看出，在课堂上更多地表现出对学生的尊重，认同并重视人格间的平等将更加容易得到学

生的支持，大学老师必须转变思维，对与学生的平等给予足够的重视。

因此，本文建议大学教师在进行课堂管理时应选择合适的课堂管理行为，同时注重适度性的把握，

对于轻微不当行为和异常行为，尤其是在最初出现的几次，更多地采取无指向提醒等相对柔性的方式，

尽量避免与学生产生直接对立关系，而对于易出现的逃课等反教育行为，则在适当地点名查到以示警示

的基础上，一方面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加强课间及课后与学生的交流，间接达到提高到课

率的目的。当然，课堂管理的适度性并不仅由学生对管理行为的接受度所决定，还应该结合教学效果等

进行综合判断，不断协调得到一个最佳的状态。

４　结论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针对几种常见的课堂问题行为对应的课堂管理行为的学生接受度进行

了调研分析，探讨了大学课堂管理行为的选择及适度性把握问题，得出以下结论：

１）大学课堂管理行为的选择及度的把握应符合大学生年龄阶段对应的心理特点；
２）大学生自尊心和独立意识在逐渐增强，针对他们的轻微不当行为和异常行为，应尽可能采取理

性和间接的课堂管理行为，避免如当众批评等可能伤及自尊和引发激烈冲突的方式；

３）针对大学生逃课等反教育行为，点名查到等直接管理的方式不宜过度，应适时适量，同时结合其
它的间接管理行为以治之；

４）应综合学生对课堂管理行为的接受度和教学效果等多方面的因素选择课堂管理行为的种类及
考量相应的度，必要时适时动态调整以保持最佳管理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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