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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高等教育的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走进了大学课堂享受更为优质的教育。然而在这光鲜成绩
的背后，大学生的课堂失范行为却屡见不鲜而发人深省。本文从“大学生”本体出发，力求诱发大学生偏离课堂行为规

范之因，进而提出此问题维度的解决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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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大学》有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

善。可见，重视人才培养，重视高等教育在我国有着悠久

的历史。高考制度恢复以来，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迈入

了新的发展轨道，大学教育开始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关键力量，即高素质人才培养。大学生素质的培养

主要是通过课堂教育实现的。对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

注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通过对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

研读，不难发现有的学者是从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违反

学校规章制度的视角研究，如孙影娟、李凤敏等［１］；还有

的从其对学习效率的负面影响的角度进行论述，如赵继

河、简志群等［２］。可见，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并不是简单

的课堂无礼现象，而是直接与学校规则秩序和教学效果

息息相关的关键问题。本文以普通课堂教学，即大学课

堂书本教学为研究载体（不包括体育、实验、实践等特殊

课程），按照如今大学生在课堂上主要失范行为从一般到

个别的顺序来分类，主要表现为以下８种：（１）以手机为
主要工具的网上冲浪、聊天、观看视频、玩手机游戏、听音

乐、购物；（２）看与课堂教学无关书籍；（３）和周围同学聊
天；（４）睡觉或趴在课桌上；（５）迟到、早退；（６）逃课；（７）
与同学、老师发生言语甚至肢体冲突；（８）异性情侣之间
的不雅行为。这八种情况几乎涵盖了所有普通课堂教学

过程中的课堂失范行为。我们力求通过提出和解决大学

生课堂失范行为问题的路径，以重塑大学生对知识的无

限渴望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培养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

人才，进而发挥人才在深化改革中的作用，依靠人才实现

中国梦。

２　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内因
２．１　不同课程在学生心中的地位差异

大学里面的专业之分使得“术业有专攻”，但是不同

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差异很大，大部分学生把精力放在

自己的专业课程上，而对非专业课程大多重视不足，尤其

表现为学校的平台课，包括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中

国近代史纲要、职业生涯规划、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概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学英语等。在课堂

上，很多同学当然地选择了“勿视”“勿听”：休闲者电话游

戏；勤奋者奋笔疾书（与此课无关）；懒散者抱桌沉睡，加

之此类课多为人数较多的大课堂，师生之间较为陌生等

等，学生心中的“非重点”课程课堂自然成为了课堂失范

行为的“重灾区”。

２．２　“９０后大学生”的“个性化问题”
当今大学生进入“９０后时代”，无法避免的就是这一

时代人群的心理、情感、性格特点的变化。在课堂失范行

为中，“９０后”的两种极端气质表现最为明显。一方面，当
代大学生大多为独生子女，讲求与众不同的个性，性格鲜

明。这种长期性的外界因素在使“９０后大学生”成为新时
代独特风景线的同时也由此导致了其特有的“个性化问

题”，而这种“先天不足”恰恰是造成当代大学生课堂行为

失范的又一原因。有些学生在课堂上“唯我独尊”，即使

面对老师也依然我行我素，桀骜不驯，俨然缺乏谦逊的态

度和礼让的品格。由于气质的长期固化，这类学生也是

课堂失范行为主体中的“顽固分子”，严重课堂失范行为

的主体源头。另一方面，有些学生在长期优越的生活中

形成了“公主病”“王子范儿”，在面对大学相对独立的学

习和生活时往往“抗挫”能力较弱而郁郁寡欢，进而在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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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上表现出消极的一面。

２．３　师生间的互动选择存在偏好差异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无论何类物种总会有自身群

体的个性化选择偏好。造成人群划分的因素有很多，从

先天的气质性格到后天人生观价值观的态度等等无疑都

是构成此种划分的主要因素。而在大学课堂中，师生间

的关系也难免会由此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授课中不

难发现老师总会有自己“中意”的学生，而学生也总有自

己“中意”的老师，连接二者的正是双方各自的趋同性偏

好，这直接引导此类同学选择实行规范的听课行为而不

去从事其他失范行为。相反地，老师总会有“不中意”的

学生，学生也总会有“不中意”的老师。这种师生关系主

要由老师的授课风格所引起。有的同学喜欢老师讲课生

动，方式灵活，互动频繁；有的学生喜欢老师讲课方式传

统，“老师为主，学生为辅”的教学模式。大学教师不是私

人家教，老师少学生多，很难做到因材施教，这也是中国

教育大众化的固有矛盾之一。而这种相互排斥的师生关

系是导致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又一重要诱因。

２．４　大学生对于外界事物认识能力的差异
一方面，高中教育理念严重禁锢大学生思维。在中

国特有国情下这一时期成为很多学生的人生转折点，老

师、家长高度重视。在此期间，其教育学生的主要言论之

一就是“现在吃苦多一点，能考上好的大学，大学考上了

就可以放松了”，这句话深深存在于大学生的脑海里，甚

至到达无法改变的程度。在中国人口众多的背景下，大

学之前的教育资源出现了严重匮乏和分配不公现象，这

也就导致了所谓的“升学压力”。经历十多年的竞争进入

大学后，很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奋斗的目标，产生了松懈心

理，对课堂也就不再重视［３］。因此大学课堂上再也没有

高中时期学习的热情和认真的态度，这间接导致了一些

学生的大学课堂失范行为。另一方面，考研压力与正常

教学的冲突。大学生毕业人数的逐年增加使得大学生的

就业压力之大前所未有。面对这一现实，很多学生从大

三开始就着手考研或找工作。而大三包括大四学生也因

此成为课堂失范行为的“重灾区”。一方面，老师要保证

正常教学，而对学生而言考研应是心无旁骛、持之以恒的

“学海无涯苦作舟”。这就引发了很多学生不得不利用上

课时间研读考研书目，为了去听讲座而迟到早退甚至逃

课，亦或因为长时间的“挑灯夜读”而上课睡觉等课堂失

范行为，实属“有心考研，无心听课”。另一方面，找工作

的学生为了能够及早的解决工作问题，很多在大三也已

经开始寻觅，课堂对学生的吸引力远不及一则招聘广告。

此外，影响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自身因素还有大

学生的适应能力差，无法适应大学课堂的宽松学习环境

和与大学以前不同的教学方法。中国教学方法的改革在

高校还是比较充分的，与之前的“填鸭式”教学方法相比

较，大学课堂教育方式方法比较灵活多变。比如常采用

的讨论、实验、案例、课题研究、自学等。这些教学方法都

将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通过老师引导来发展学生的智

力，增强学习的积极性和学习动力，将理论知识和现实生

活联系起来。习惯于传统教学方法的当代大学生缺乏独

立思考，自主学习的习惯，从而无所适从。

３　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解决对策
３．１　大学生应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首先，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主要内容。做任何事

情都要秉承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大学

生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正确地认识世界，从而反

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并实事求是地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在大学课堂上，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老师教导的知识是否

掌握？自己的行为有没有意义？只有深刻地认识外部世

界，才能更好地规范自己。

其次，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人生观是对人生的看法，

也就是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具体表现

为苦乐观、荣辱观、生死观等。其中荣辱观是我们大学生

所匮乏的。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中

“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大学生在课堂上

睡觉、听音乐、看电影、无故迟到、早退、逃学等失范行为

正是缺乏艰苦奋斗精神，不思进取的享乐主义的具体体

现。大学课堂是塑造大学生人生观的主要阵地，是培养

高学历社会主义接班人的场所。因此，大学生要珍惜大

学课堂生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再次，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价值观是一种标准，是人

们判断对错，选择取舍的依据。价值观通过引导人们行

为的方向，调节人们行为的方式来实现人们的目标。大

学生课堂失范行为源于对自身行为的价值判断，当大学

生认为这种行为可取便应积极行动，认为不合时宜便会

自动调整，只有主观上能够对行为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才能从主观上反思自己，回归到应有的状态。

３．２　大学生应重塑行为准则
进入大学后的大学生已经是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已经完全具备了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

因此，大学生要对未成年时期的行为做到扬弃，重新制定

自己的行为准则。

其一，提高规则意识是保证大学生实施课堂规范行

为的前提条件。遵守学校规章制度、避免违章乱纪行为

是大学生行为准则的底线。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很多是

违反学校关于课堂纪律方面的规定，这就有必要强化自

身的规则意识、纪律意识。只有在思想上确认了“规则”，

才有可能在行为上遵守规则。

其二，提升品德修养为大学生实施课堂规范行为提

供双重保障。常言道：“法律是道德的最低限度”。具备

规则意识的大学生只能标注“合格”的标签，而只有真正

解决自身的道德修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范行为的

现状，从而保障规范行为的可持续性。尊师重道是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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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基本行为规范之一，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不但是

对自己的否定，也是对老师的不尊重，对知识的漠然，这

些都是违背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的。

其三，正确认识课堂学习是大学生实施课堂规范行

为的助推剂。如前所述，虽然大学生由于考研、工作等原

因与正常课堂教学存在冲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大学

课堂教学做出一概否定。从某种程度而言，老师的教学

理念和学生的学习理念存在偏差是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

原因。在课堂上，某些老师仅为上课而上课，只顾讲授知

识内容本身而很少顾及该门课程开设的意义以及学习方

法的传授。作为老师不能只看一门课程的成败，“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知识具有体系性和相通性，一门课的道

理往往会引申到很多课程。如果老师能使学生理解这一

理念，师生间的鸿沟无疑会逐渐消失，学生自主学习的意

识也会增强。

以上三点也可以认为是学生对课堂敬畏感的缺失，

学生只有认识到课堂是传播知识的神圣殿堂，是明法守

礼的圣地，在课堂上的举手投足应当是礼貌的、合适的、

应有的和谦虚的，在课堂上最多的应当是一种求知欲。

自己不能够扰乱这一切，对课堂充满敬畏［４］。而建立规

则意识、完善道德思想、树立正确的学习理念无疑会成为

“敬畏感”的助推剂。

３．３　大学生要确定人生目标，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
大学生只有学会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培养强烈

的责任感，树立独立自主、勤奋学习的观念，明确奋斗的

目标，课堂教学的真正意义才能够实现［５］。俗话说“一个

有梦想的人，他的行为是充满魅力的”，换言之，一个有着

远大梦想的大学生是能够约束自己并在举手投足中尽显

其应有风采的。

大学生首先要有梦想，著名歌手林宥嘉曾说“没有梦

想，何必远方”。十年寒窗，不应只为考上大学，而是以梦

为马，为梦而行。中国梦的实现是个人梦想的综合，大学

生中国梦的实现是在生活中的不断努力和坚持，表现在

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课堂上不仅老师“传道授业解

惑”，这其中也孕育着先进的思想和理论的创新，为中国

梦的实现增添新的理论指导。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浪费

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思想升华的机会。大学生目标和梦

想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向着某一方面努力，是各种素质

综合的结果，大学课堂恰是丰厚知识和充实思想的基地。

因此，要解决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大学生要用梦想指引

自己。大学老师为每个学生都开了一扇窗，能看到什么，

取决于大学生自身的梦想和为了实现梦想所做的努力。

总之，诱发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的关键还在于大学

生自身，只有从大学生自身寻找原因并“对症下药”，才能

从根本上规避大学生课堂失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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