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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校内成因及规避策略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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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屡禁不止和愈演愈烈，既严重影响了高校学生的听课学习质量，也极大干扰了课堂
教学的正常进行。以辽宁石油化工大学本科生为样本的实地调查显示，教师教学和学校管理方面存在的不利因素以及

为改善教师教学与优化学校管理而采取的相应措施分别型构出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主要校内成因及规避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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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自１９７８年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初步确立以来，高等教

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经深化，使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获

得了长足的发展，教师素质大幅攀升，教育水平显著提

高。尽管如此，大学生课堂失范这一高等教育顽疾却并

未因此而得已治愈。尤其近年来，这一不良现象反呈愈

演愈烈之势，严重干扰了正常的课堂教学秩序。为了进

一步了解大学生的课堂失范行为和产生课堂失范行为的

主要原因进而找出其规避策略，特在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本调查以大一到大三有正常课程

学习安排的在读本科生为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方式；共发

放调查问卷１５００份，其中每个年级各５００份；有效回收问

卷１４８６份，其中大一４９３份，大二４９７份，大三４９６份。

通过对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得知，大学生产生课堂失范

行为的原因基本有这样四个方面，分别是教师教学方面、

学生自身方面、学校管理方面和校外因素方面；其中，就

调查总体而言，教师教学与学校管理两方面所占比重最

大且远高于其它方面，其比重分别为３５．０％与３６７％，而

学生自身与校外因素两方面所占比重较小，分别为 １８．

８％和９．５％，而且无论是大一、大二还是大三的学生，在

这一问题上所持的观点看法具有大体上的一致性。也就

是说，在学生们看来，产生课堂失范行为的主要原因不在

于其自身与校外方面，而在于校内的教师教学与学校管

理方面。因此，本文将着重从教师教学与学校管理两方

面入手来深入探究使大学生产生课堂失范行为的校内

成因。

２　成因分析
２．１　教师教学因素
２．１．１　部分教师综合素质偏低

“教师是影响高校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教师素质

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大学的发展和学生的培养质量，高

素质的教师队伍是推动大学发展的主角。”［１］然而，现今

的许多高校基本都存在着部分教师综合素质偏低现象。

大学课堂教学的质量与水平不仅仅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素

质，它更考验教师的综合素质。教师专业素质强对于搞

好课堂教学活动是至关重要的，但它却必须以使学生接

受和掌握为前提。有些教师尽管专业知识很丰富，专业

技能很强，但在专业以外确是知之甚少，他们甚至不懂得

管理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等知识，因而无法准确把握学

生心理，体察学生需求，科学地管理与引导学生深入课堂

学习，更是无法使学生和教师在课堂上形成良性互动以

减少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出现。

２．１．２　部分教师教学态度消极
由于对工作的满意度较低或师德观念不强等等原

因，部分教师在教学工作上态度消极。一方面，既不积极

学习钻研新知识，接受新观念来提升自己，也不认真负责

地完成自己作为教师的本职工作，总是应付了事。丰富

多彩的课堂讲授，才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相反，如果

没有系统的备课，缺乏生动的案例，没有积极的反馈，学

生就很难被讲授的内容所吸引，在课堂上产生失范行为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另一方面，部分教师对学生不够负

责任。只是一味地埋头讲课来应付授课任务，对学生的

失范行为视而不见，不去加以干预和制止。教师不仅仅

应注重知识的传授，还要注重课堂的管理。放纵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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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只会导致学生失范行为的辐射扩散，进而产生更加

恶劣的影响。

２．１．３　有些教师授课方式落后
２００９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大学

生学习性投入调查”指出学生课堂参与意识欠缺、课堂上

表现不积极，教师教学模式传统、缺乏启发性是导致我国

大学课堂问题行为的重要原因［２］。大学教师面对的是有

思想、有追求、有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探究能力的一群

人，他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旨在提高学生思考能力、探究能

力、创新能力和自主处理问题能力的启发式教育。然而，

仍有许多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依然采用传统的照本宣科的

授课方式，在课堂上唱“独角戏”。伟大的教育家苏格拉

底说过：“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在课堂教学活

动中，教师最需要扮演的是一个学生“热情火焰”的“点燃

者”，通过耐心的引导、适当的鼓励、积极的互动与倾心的

交流使学生自主行动起来，集中精神参与课堂，而不是忽

视学生的反应，以自己为课堂主体［３］。“满堂灌”的授课

方式只能导致学生课堂存在感与听课积极性的丧失，进

而导致其课堂失范行为的加剧。

２．２　学校管理因素
２．２．１　听评课制度贯彻不到位

听课活动是检验教师课堂授课表现的一种直接方

式，是促使教师提升其课堂授课水平的重要手段。因此，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对此也非常重视并由质评处建立了一

个包含教学督导团定期与随机相结合的听课制度、４０岁
以下青年教师专项听课活动、名师课堂活动、学校及省级

名师评选活动、讲课大赛、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和课堂教学

质量警示与帮扶制度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听评课规范体

系，还对其中的各项活动与制度作了具体细致的规定。

制度体系如此完备，却为何收效未尽初愿？究其原因，还

在于学校相关管理机构及人员对此贯彻执行不够到位。

一方面，整个活动安排显得“头重脚轻”，听课评课过程都

认真进行了，既指出了教师授课存在的问题，也给出了合

理的改进建议，但却忽略了后续跟进监督反馈环节的落

实。教师改进与否没有持续的监督，改进的效果好坏缺

乏及时的反馈，均使其运行实效大打折扣。

２．２．２　课堂教学安排有失妥贴
这一情况首先表现在大班课堂现象。大班课堂人数

众多，教师管理起来极其困难，自制力差的学生难免会失

范；而且大班课堂由于教室太大，多数学生看多媒体课

件、听讲课很困难，就容易产生消极懈怠心理，进而转向

失范行为。其次表现在课程的设置与时间的安排上。与

辽宁石油化工大学一样，“目前，国内高校大学生对他们

要学习的课程及所授课的教师普遍缺乏选择权。学生走

进教室，面对的是必须学习的课程和已选定好的教师。

不管是否愿意，不管教师教得是否称职，一旦某门课程开

课，学生必须到课，不得缺勤。这种硬性制度安排必定影

响学生认真听课的积极性。”［４］而且课程的安排时紧时

松，时多时少，使得学生作息不规律，加之夏天易困时节

却缺少午休时间，下午课堂犯困睡觉现象就更加普遍。

２．２．３　课堂监控管理执行不力
为了加强对课堂教学的管理，规范学生课堂行为，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学校特地引入了课堂教学网络视频监

控系统。据统计，学校共有１２７个监控场所和１７９个全景
与定点高清监控摄像头分布于各教学楼的８０人以上教
室及机房。该系统主要用于网络巡考、课堂教学监控、示

范教学等方面；监控视频及音频信号 ２４小时不间断存
储，录像资料长期保存。质评处、教务处、教学督导团等

授权用户可实时进行抓拍、录像、调取回放等。极其先进

的网络视频监控设备，国内一流的课堂教学监控体系，理

论上对于预防或减少大学生的课堂失范行为能起到巨大

的作用，但实际效果却不然。一方面由于学校相关管理

机构对此介绍宣传不够到位，没有使其深入学生心中而

对其产生震慑作用，从而使其提高课堂自律意识。另一

方面是因为相关管理机构没有一如既往的严格执行对失

范学生的处理规定。多数时候，学生课堂失范并没有受

到学校的提醒、警示以及其它惩处，因而形成了一种“课

堂失范无后果”的漠视与不惧心里，使得课堂监控缺乏

实效。

３　对策
３．１　教师教学层面
３．１．１　注重提升教师的综合素质

《高校学生优秀教师观的调查研究》指出，高校学生

对于优秀教师的标准可以从六个方面来概括，分别是教

学效能、道德修养、师生互动、志趣情怀、仪表活力和师德

品质［５］。可见一个受学生欢迎的教师不仅要有较强的专

业素质，更要有很强的综合素质。因此，学校在选聘教师

时要全面考虑，既要考虑所聘教师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又

要考虑教师的授课特点、道德修养、仪表活力与教学态度

等。而教师自身则需要在授课过程中不断自我总结，查

找不足，通过持续的钻研学习，弥补自身知识与技能结构

上的不足；还要积极参加学校针对教师开展的专业外知

识与技能的培训活动，从而提升教师自身的综合素质。

教师综合素质提升了，课堂授课也就会随之更有趣味，学

生听课就会更加投入，失范行为自然也就可以大大减

少了。

３．１．２　努力端正教师的教学态度
教师的教学态度对于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必须要引起学校的高度重视。一方面，学校

应该提高教师待遇分配的科学化，采取多种激励方式，尽

可能增加教师的公平感与满意度，为教师全身心投入教

学工作提供外在保障。此外，学校还可以建立和完善教

师“挂牌”授课制度。“一门课程由多个教师来讲，在正式

上课之初开展学生 ‘试听’工作 ，由学生选出适合自己且

本人喜欢的教师，这样会将学生的课堂失范行为降到最

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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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化，并且能够对教师的教学态度起到更新和改善的作

用。”［６］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应遵循的基本师德规范，一旦

走上了工作岗位就应认真做好本职工作，不应将消极态

度与情绪带到课堂；对于学生在课堂上的失范行为要及

时提醒，采取适当的干预措施，比如暂停讲授、突然发问

与适当惩罚等，这对于减少课堂失范行为也能起到较大

作用。

３．１．３　积极更新教师的授课方式
“我国著名教育家顾明远先生曾指出，‘大学教育要

改变传统的讲授方法，使学生有独立钻研的时间。’将传

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理念相结合，给学生做‘老师’的机会，

使教学模式由‘知识传授型’向‘综合思维能力型’转

变。”［７］传统“满堂灌”的授课方式已不适应新的教学需

要，教师应更新自己的教育观念，努力接受新思潮，积极

尝试“三疑三探”的新型授课方式。通过循循善诱来引导

学生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通过与同学的交流探讨和

教师的从旁点拨从而自主有效地解决问题，展示出自己

的学习成果。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鼓励学生积极

投入，独立思考，既锻炼了沟通交往能力，又真正学到了

知识，获得了存在感与成就感，还能转变依赖心理，培养

起独立自主的管理能力。学生都投入到了课堂互动学习

之中，自然就没有失范行为产生了。

３．２　学校管理层面
３．２．１　严格落实听课评课的规定

“对课堂教学效果达不到学校要求的青年教师，对其

本人提出警示，并采取集中听课、集中评课、专题座谈、特

殊辅导的形式，对教师进行帮扶。对进步不大的教师，学

校将降低其教学任务量，并责成教师所在学院安排经验

丰富的教学名师或老教师对其进行专门辅导。结束后，

由学院联合教学督导团安排专题试讲及考核，通过考核

者方能继续承担正常教学任务。”由此可见，学校的听课

评课制度规定是非常科学与完善的，之所以没能达到理

想效果主要是因为对其落实不够。因此，学校的努力重

心应在对相关制度的落实上。一方面，要将对听评课制

度规定的落实放在突出地位时常加以强调，相关领导率

先垂范，以身作则，起到示范与带头作用，以提高工作人

员的重视程度，使其严格要求自己；另一方面，听课评课

的各个环节要有严格规范的持续记录以备教学督导团随

时查看，对于发现的问题要及早通报，及时解决，积极反

馈，通过外部监督以增加其工作压力，督导其严格落实有

关规定。

３．２．２　科学安排课堂的教学活动
高校扩招是目前国内大学的普遍选择，有着深刻的

社会、经济以及政治根由，因此这一趋势在短时期内难以

逆转。辽宁石油化工大学若要在激烈的高校竞争中占据

优势，就要努力减少扩招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科学安排

大班课堂的教学活动以减少其课堂上学生的失范行为，

从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首先，大班课堂应尽量安排在

多媒体音响设备以及其它硬件设施相对较完善的教室，

以弥补大班课堂学生“看不见，听不清”的弊端，减轻客观

条件所造成的学生失范。其次，对于多个专业都开的基

础课，可给学生自行选择上课时间、地点以及授课教师的

权利，既能提高学生的兴趣，又可促进教师的进步。此

外，课程的安排尽量保证科学合理，避免每日课程节数悬

殊现象，使学生作息形成规律；上课时间的安排尽可能灵

活，可“随季应变”，使学生能长久保持旺盛精力与活力，

以预防课堂走神、犯困睡觉这些失范行为。

３．２．３　加大课堂监控的执行力度
课堂网络监控对于教师课堂授课、学生课堂听课都

能起到巨大的监督作用。先进一流的课堂教学网络视频

监控体系要在预防或减少其学生课堂失范行为上起到应

有的作用，就必须加大其执行力度。一方面，学校有关部

门应积极扩大其宣传力度，通过下发正式文件、逐级开会

等途径将课堂网络视频监控的相关情况及对所发现问题

处理办法的规定传达给每一位学生，使其从心底感受到

课堂网络视频监控对于自身的利害关系，从而产生畏慑

心理，提高课堂自律意识，减少课堂失范行为。另一方

面，要加大监控管理的落实力度。质评处应定期对其工

作人员对于监控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督导并登

记备案。相关工作人员对于监控到的存在课堂失范行为

的学生一定要适时指出其行为的不当之处，并照章给予

适当的处罚，真正做到“失范必查，违规必罚”，不可因为

惧怕繁杂而对其置之不理，使学生产生漠视心理，导致课

堂监控名存实亡，缺乏实效。

参考文献：

［１］龙笑梅．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管理策略［Ｊ］．长春工
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２０１２（２）：１２９－１３１．

［２］王娟娟，李华．大学生课堂学习行为的研究［Ｊ］．高教
论坛，２０１０（７）：２２－２４．

［３］张学东．由管理学生课堂“玩手机”而引发的思考
［Ｊ］．剑南文学，２０１１（１１）：３５３．

［４］孟启凡．由课堂“玩手机”管窥大学课堂纪律［Ｊ］．天
津市教科院学报，２０１３（３）：２５－２７．

［５］徐　爽．高校学生优秀教师观的调查研究［Ｄ］．重庆：
重庆大学，２００９．

［６］孙影娟，李凤敏．大学生课堂行为分析及对策———以
哈尔滨商业大学为例［Ｊ］．世纪桥，２０１１（１５）：８７
－８８．

［７］石国参，刘天森．我国大学课堂问题行为产生因素及
对策：研究综述［Ｊ］．科技信息，２０１２（１１）：１７８－１７９．

（责任校对　罗　渊）

４６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