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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69534.htm 课堂纪律的维持与教师

的威信、领导作风、班级人数的多少、学生年龄特征、班风

、班集体的性质等等因素都有密切的联系。指导教师维持好

课堂纪律，矫正学生的攻击型问题行为，除了要求他们改善

师生关系和领导作风、提高自己的威信外，还需要与他们一

起讨论课堂管理的方法。1．多方面促成纪律根据课堂纪律形

成的原因，可以将课堂纪律分成四种类型。一是教师促成的

纪律。教师的指导、惩罚、奖励、组织、安排日程以及同情

、理解、协助、支持、征求采纳学生的意见等等都可以促成

一定的课堂纪律，这对儿童、青少年纪律的形成是不可缺少

的。二是集体促成的纪律。儿童进入小学，开始了真正的集

体生活。为了得到群体的认同，便开始参照群体准则、行为

规范来规定自己的言行。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多地

把同辈人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行动的参照点，以“别人也这

么干”为理由而从事某件事。三是任务促成的纪律。某些学

习任务会引起学习者的高度重视，而对其他诱惑性的活动置

之不理。任务促成的纪律是以每个人对学习目的、任务的充

分理解为前提条件的。学生对任务的理解越深刻，越能把眼

前的行动与任务联系起来，使自己的行为服从于任务的需要

。四是自我促成的纪律。随着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自治能力

的增进，儿童逐步将社会要求、班级和教师的要求内化为自

己的行为准则，学会独立思考，自觉地遵守正确的班级社会

规范，养成良好的守纪习惯。既然纪律的形成的原因是多方



面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不只是关注教师自身的管理、督促

，而应该多方面促成纪律的形成，培养优良的班集体，加深

学生对学习任务、意义的理解，提高学习的目的性、自觉性

。以任务促成纪律，还要使守纪要求与学生要求相一致，促

使正确的班级社会规范内化为儿童自身的需求，提高学生遵

守纪律的自觉性。2．“凡事要有一个好的开端”研究表明，

在小学，有成效的教师与成效较差的教师在学期开头几周的

管理有差别。有成效的教师在开头第一天就使活动井井有条

，忙而不乱。他拒绝离开班级，在开学头几周内，坚持课堂

教学常规，不仅反复训练排队、坐姿、削铅笔、做好上课准

备之类的常规细则，而且还讲解这样做的道理，一旦发现违

纪行为，便立即制止并提醒违反者注意有关规定。成效差的

教师在第一天就乱了秩序，如果领导或家长叫他，便会随便

离开教室。他们或者不向学生讲解有关细则，一旦发现违纪

行为，只是笼统地提醒他们举止要守规矩，至于规矩是什么

，学生不得而知；或者有布置，没有检查，对违纪行为不予

理睬。研究者饶有兴趣地发现，在相当的程度上，头几周的

课堂行为对整个学年的纪律和成效具有决定性影响。“凡事

要有一个好的开端”，“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许多

富有经验的教师对此都有切身的体会，3．注意中性行为的中

介作用加拿大教育心理学家江绍伦教授将学生在课堂内的行

为划为积极的、中性的与消极的三种。积极行为指那些与促

进教学目标实现相联系的行为。中性行为指那些既不增进又

不干扰课堂教学的学习行为，如显然不在听课，但静坐在座

位上，睁大双眼出神地望着窗外，在纸上乱写乱画，看连环

画或与课堂学习无关的其他课外书籍等等。消极行为指那些



明显干扰课堂教学秩序的行为。在正确对待这三类行为的问

题上，教师不能操之过急，期望把学生的消极行为直接改变

为积极的行为。中性状态是积极与消极这两个极端之间不可

缺少的过渡环节。有技巧的教师总是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

抑制消极行为，使其成为中性的力量。对极少数学生的中性

行为不要过于关注，不宜在课堂上公开地指责他们，以免使

其成为全班学生的注意中心。4．制止的策略对于课堂违纪行

为的出现，教师应该及时予以制止。教师向学生传递“停止

”信息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按其强制性水平可分为低、中

、高三个不同的强度。在低强度上，教师采取非言语的信号

作出暗示，如某一儿童正在做小动作，教师以眼神，或摇一

下头，或者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走近该生，使其领会教师的

意图。中强度的制止指令是以言语、谈话式的非强迫的方式

向学生发出“停止”的信号，例如言语指令学生移走干扰物

，停止不良行为。而所谓高强度的停止指令，是指教师以改

变音调的言语行动或以强制性的非言语方式，改变学生的不

良行为，如大声命令某生停止讲话，要求学生站起来。很明

显，最佳的停止策略应该是低强度的、私下的，因为只有这

样，才能不影响课堂教学的继续进行，才能不分散学生的注

意力。那种动辄大声训斥、威胁，或者讽刺挖苦，一人违纪

、全班受训的方式，是要不得的。至于揪耳朵、打耳光等等

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做法更是必须坚决制止的。有经验的教师

在学生不听讲的时候，向其发问，或者通过表扬好的来间接

地制止不良行为，这在小学低年级的课堂教学中通常是有效

的。5．多采取积极的引导积极的引导旨在塑造学生的行为，

给予正面的教育。消极的引导注重监督、批评、训斥，甚至



体罚。前者使用积极性的语言，后者使用消极性的语言。

表4-8 积极性的引导语言与消极性的引导语言 积极性的语言

消极性的语言关门要轻一点。不要“砰”地一声关门!自己多

想方法试着做。不许抄袭同学的来骗人!看谁坐得好。不要没

精打采地坐在椅子上。积极性的语言消极性的语言如果你能

回答问题就举手。怎么不举手?你尽最大的努力就能进步。你

怎么老是这样不争气!你完全可以考得更好些。你怎么这么笨!

如果你能把东西收拾整齐该多好啊!为什么总是乱丢东西！⋯

⋯⋯⋯6．调整课堂座位学生的课堂行为，受他们课堂座位的

影响，坐在前排的学生往往听得最专心，座位往前排移的学

生，往往认为自己更受老师的喜爱，因而更多地参与学习。

教师给学生分配座位时，主要关心的是减少课堂混乱，总是

试图把爱吵闹的学生分开，让爱吵闹的学生坐在前排，坐到

讲台前，这当然有利于教师对其违纪行为的调控，但要使每

一个学习小组好、中、差搭配，不同小组内大致平衡，即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这既有利于小组内、学生之间的互相帮

助，开展合作学习，又有利于小组间展开公平合理的竞赛。

让文静的、内向的与活跃的、外向的学生坐在一起，还能促

进性格的互补。不过，少数班主任老师在教室最后一排的角

落设有调皮学生的“专座”，这极易形成学生的逆反心理，

造成师生之间的对立，是不可取的。学生座位不应是固定不

变的，教师适时改变学生的座位，不仅可以促进学生课内交

往范围的扩大，而且有助于维持课堂纪律，促使学生更多地

参与课堂学习。《课堂教学临床指导》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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