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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是提升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对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自我管理能

力的形成具有深远影响。然而，当前小学课堂纪律管理主要存在管理目标偏离实际、管理主体

过于单一、管理方式趋于异化，以及反思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为了突破困境，该研究试从

教师管理制度、学生认知、管理方法、教师反思等角度剖析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现象及其成因，

并提出相应的改善措施，旨在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形成良好的课堂纪律，从而推动学生

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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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link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which has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of primary schools, such as the management goal
deviates from reality, the management subject is too single, the management mode tends to be alienated,
and the reflection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 In order to break through the predicamen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phenomenon and causes of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in primar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 management system, students' cognition,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eachers'
reflec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improvement measures, aiming at improving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forming good classroom discipline and promoting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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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高效的课堂管理是维护教育教学秩序、提升课堂教学效

率、促进师生良好关系建立的重要途径之一。在当前教育改

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小学课堂纪律管理作为影响教学质量

的关键因素，其重要性日益凸显。2024年，中共中央、国务

院发布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指出，

要加强基础教育数字化、全流程管理，全面提升课堂教学水

平[1]。面对复杂多变的教学环境和不同学生个体带来的挑战，

课堂纪律管理对教师教育教学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价值意蕴

2.1 育人价值：规范行为举止，培育规则意识

小学阶段是学生身体发育、智力发展的关键阶段，不同

学段学生的身心特点有很大差异。课堂纪律管理需以人为本，

构建在保护学生人格、尊重个体差异及培养责任心的基石之

上，其目的在于纠正学生问题行为，进而推动其身心自由发

展及个性全面绽放。“以人为本”管理理念的核心是学生“自

觉”自己的行为，而“自觉”的意思则是指学生能够规范自

己的行为、约束自己的行为，并能主动保持好的行为习惯。

新的课程改革提倡学校和教师要建立一种充满人文关怀、促

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新型课堂。课堂纪律管理的内在价值在于

通过合理的管理手段或方式，对学生道德发展、人格成熟以

及行为习惯等方面形成一种正向引导。因此，学校和教师应

当遵循教育规律，依法履行职责，通过积极的教育管教来培

养学生正确的规则意识和责任意识[2]。

2.2 管理价值：提升教学效能，减轻管理压力

皮连生教授在其著作中强调，课堂秩序的稳定对于教学

活动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为达成课堂目标，学生共同遵循

课堂行为规范就显得尤为必要，如此才能形成良好的课堂纪

律[3]。课堂是教师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形式载体，课堂纪律

的重要性首先就体现在课堂纪律与教育教学的关系上。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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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生动有趣的教育教学活动能够营造良好的课堂纪律。当

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无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不能

全身心投入教学活动中，那么课堂纪律的质量也就相应降低；

另一方面，课堂纪律能够保证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在

短短四十分钟的课堂教学中，当学生表现出违反课堂纪律、

影响其他同学上课的问题行为时，教师就需要考虑是否中断

教学活动，对违纪学生进行处理，进而可能影响教学进程。

3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现状及其成因分析

3.1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现状

3.1.1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目标偏离

课堂纪律管理的核心目的是确保课堂教学活动顺畅开

展，全方位推动学生成长。课堂管理的对象是鲜活的生命主

体。“以人为本”应该是课堂教学管理的基本理念[4]。然而，

部分教师在实践中，将课堂秩序状况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关

键指标。他们倾向于认为，秩序井然、鸦雀无声的课堂，学

生循规蹈矩的表现，才意味着优质教学；而一旦课堂氛围嘈

杂，就判定教学质量欠佳，不自觉地将“绝对安静”当作课

堂管理的目标。这一现象背后，或许是传统教学观念的束缚，

使得教师过度依赖秩序来保障教学流程的可控性，未能充分

认识到课堂活跃与学生思维激发之间的潜在联系。新课标倡

导将学习的主动权交予学生，鼓励教师精简讲授，积极推动

学生自主合作、交流探究。有的课堂看似热闹非凡，充满活

力，但实际上却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情况的产生，

可能是教师对新课标的理解存在偏差，未能精准把握“放手”

与“引导”之间的平衡，缺乏在开放课堂环境下有效维持纪

律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策略。

3.1.2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主体单一

部分教师可能由于长期受传统教育观念熏陶，潜意识里

认为自己在课堂中的权力处于主导地位。这样一来，学生的

主体地位难以得到充分重视，课堂管理也偏离了科学性轨道。

从相关研究来看，如在《纵论课堂纪律探讨教育真谛》中，

高文指出，当下学校课堂纪律的维持较多依赖教师的强制手

段。这种管理方式对学生性格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在高

压课堂环境下，学生易形成顺从、依赖的性格特点，而一旦

脱离这种严格约束，行为又容易出现失控与放纵的情况。另

外，在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权力分配方面也存在问题。部分教

师尝试将管理权力下放给学生代表或班干部，以期减轻自身

管理负担并培养学生的自主管理能力。然而，这种做法却引

发了学生不服从管理的状况[5]。

3.1.3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方式异化

在小学课堂管理的实践中，许多教师会运用口头提醒或

者眼神暗示等手段来维护课堂纪律。在教师权威的影响下，

学生往往会暂时安静下来，配合课堂秩序，但可能会逐渐萌

生出抵触心理。这种抵触心理一旦产生，便容易对师生关系

产生负面影响，使得师生之间的互动变得不够融洽。教师的

情绪状态在课堂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会对学生的心理

和行为产生影响。有些教师在情绪管理方面可能还有提升空

间，面对学生一些小的失误时，可能会出现反应过度的情况，

给予相对严厉的惩罚措施，希望以此来对其他同学起到警示

作用。但这种做法或许会在不经意间偏离原本的教育目的，

不仅可能干扰正常的课堂教学进程，对教学质量产生一定影

响，还可能在无形之中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一些压力，使

得师生之间的距离被拉远，不利于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3.2 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现存问题的成因分析

3.2.1 制度层面：纪律管理体系尚不健全

班级管理体制的不健全是造成纪律混乱现象的主要原

因。在教学过程中，很多老师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是否达到了

教学任务或教学目标上，而忽视了对学生的行为习惯等方面

的管理。一方面，由于中小学班级人数众多，教师难以分出

精力在课堂上全面监控学生动向[6]。课堂教学时间有限，教

师是否需要暂停教学活动对某些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进行

严肃处理也是一大难题。如果一有问题就立马严肃处理，可

能会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活动；如果对学生的问题行为视而

不见，虽然能够保证课堂教学任务的完成，但也会造成学生

的错误认知。因此，课堂纪律管理制度的不完善是其管理工

作的一大困境。

3.2.2 认知层面：学生心理发展尚不成熟

在小学课堂纪律管理中，学生认知发展尚不成熟是导致

纪律问题的关键因素。小学低段学生初入校园，处于身心快

速发展的特殊阶段，对周围的一切都抱有强烈的新鲜感与好

奇心，他们的注意力极易被教室环境、新同学等吸引，导致

课堂上频繁分心。进入中、高学段后，学生开始形成自己的

思想，但他们的自律与自省能力仍处于发展阶段，尚未稳固

[7]。此时，同伴的一个小动作、教室外的一点动静，都可能

干扰他们的学习状态，并且容易受周围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左

右。一旦与同学发生小摩擦，或者处于一个纪律松散的小团

体氛围中，便会轻易放松对自身行为的约束，难以维持良好

的课堂纪律，进而给课堂纪律管理带来重重挑战。

3.2.3 方法层面：教学方式缺乏灵活创新

教学方式层面，部分教师采用的教学形式较为单一、缺

乏灵活性与创新性。这可能源于教师受传统教育理念束缚，

未能及时适应教育发展的新要求，没有充分意识到多样化教

学方式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作用。在班级管理理念上，

部分教师没有深究学生问题行为出现的原因便倾向于采取

惩罚措施，没有从学生的心理需求和学习特点出发解决问题。

教学内容与学生实际生活相脱节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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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认知特点决定了他们对贴近生活的知识更容易理解

和接受，当他们面对繁琐复杂且与生活毫无关联的知识时，

学生理解困难，学习兴趣和热情便会逐渐消退。原本充满活

力与互动的课堂，因学生参与度降低，渐渐演变成教师的单

向讲授。当学生难以从单调的教学中获得乐趣和知识收获时，

注意力便难以集中。小学生天性活泼好动，在缺乏学习兴趣

的情况下，为了寻求新鲜感和刺激，他们就容易出现偷偷与

同桌讲话、摆弄文具、做小动作等违纪行为。

4 关于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几点建议

4.1 制定课堂纪律公约，增强学生纪律意识

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努力的过程。学生的发展具有阶

段性，由于年龄、心理等问题，尚未形成系统的规则意识，

且学生的课堂行为具有随意性。班级的高效运转离不开班级

公约的“保驾护航”，科学合理的纪律制度直接影响着教师

课堂管理的效果。因此，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制定课堂纪律

规则来提高学生的纪律意识。首先，教师要广泛收集意见，

可以组织一次班会，以“我们想要的课堂”为主题，鼓励学

生们畅所欲言，分享自己认为在课堂上应该遵守的行为规范。

教师根据收集到的学生意见，整理出课堂纪律规则初稿，及

时组织学生讨论，对规则进行修改完善，最终形成全体学生

认可、体现民主精神的课堂行为准则。

4.2 创新课堂管理方式，实现学生自我管理

在课堂管理方式上，应尽量避免单调乏味，努力做到有

效、简洁。通过多样化的管理手段，激发学生的自律性和积

极性。例如，成立学生管理小组：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

组负责一周的班级纪律管理。如 A组同学在负责的这周内，

每天安排专人记录同学们的课堂表现，包括是否按时上课、

有无迟到早退现象、课堂上的专注度等情况。再次，设立监

督小组：把全班同学分为四个大组，每个大组再细分若干小

组，每组设立小组长，实施互相监督机制。比如，在课堂上，

小组内成员互相提醒不做小动作、不随意讲话；课后，小组

之间互相监督是否按时完成作业等。最后建立奖惩机制：以

一周为周期，教师根据班级公约对学生表现进行奖惩。表现

好的学生可以获得小红花，积累到一定数量的小红花，可在

周五进行奖励兑换；也可以在月底举行抽奖活动，奖品设置

为课外阅读书籍、精美笔记本等。

4.3 关心学生落到实处，加强教育经验反思

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认为，一个人从出生到现在，在

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其思维模式、处理问题的能力都是随着

他的成长而发生改变的。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切忌将小学生

与成年人等同视之，而应充分认识并尊重个体差异及独特个

性。第一，深入了解学生。教师可以通过日常观察、与学生

谈心、家访等方式，全面了解学生的兴趣爱好、家庭环境、

学习状况等。第二，给予学生针对性指导。对于个别违纪学

生，教师要根据其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第三，教

师要反思教学设计。当发现学生对某节课不感兴趣时，教师

要深入反思。比如在教授数学的图形面积计算时，如果学生

积极性不高，教师可以思考是否教学方法过于枯燥，是否可

以引入生活中的实例，像计算家里客厅的面积、花坛的面积

等，让学生感受到知识的实用性，从而提高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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