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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究与解决高中生自习中纪律管理难的问题，本文通过观察法、访谈法，基于社会学、管理学、生

态学理论内容，对我国高中生自习中的纪律管理问题以及问题产生的原因与对策进行内在整体分析。研

究发现：在学校层面，缺乏科学的学生管理制度、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方面有待提高、有关管理教育资源
匮乏；在教师层面，管理素养与能力有限、师生关系不协调，缺少有效沟通；在学生层面，年龄阶段身

心特点的正常表现、身心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辈群体相互影响造成纪律管理难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

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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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discipline management in high school stu-
dents’ self-study, through the observation method and interview method,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ociology, management and ecology, the discipline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self-study and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problems are analyzed. The study shows that, at the school 
level, there is no scientific student management system, campus cultural environment construc-
tion, limited management education resources, limited management literacy and ability, unc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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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nated relationship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at the level of students, the normal perfor-
mance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ge stage,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needs 
are not met, and the mutual influence of peer groups leads to the difficulty of discipline manage-
ment, and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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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 2017 年中国教育部发布的《中国中小学生压力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高中生的日均学习时间为

9.68 小时，其中自习时间占到了 6.19 小时，占比约为 64%。同时，根据 2020 年全球教育质量指数(Global 
Learning Metrics, GLM)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地区的 15 岁学生每周平均学习时间为 52.5 小时，其中自

习时间占比达到了 69%。另外，根据 2020 年发布在国际期刊 PLOS ONE 上的一项跨国研究，该研究对

来自 17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8,000 名 15 岁学生进行了调查，发现中国学生每周的自习时间为 16.8 小时，

占总学习时间的 70.7%。综上所述，这些数据都表明，在中国的高中阶段教育过程中，相比教师教学时

长，自习所占用的时间有一定分量，成为高中生学校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充分利用自习时间，

实现自习中学习成果最大化，在自习过程中的纪律管理过程与成效就显得十分重要。 
有学者指出，“对于管理的定义是多样化的，但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或核心是相同的，就是协调。

所谓协调，就是使多个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相互矛盾的事物有机结合、同步和谐”。“人类欲望的无限性

与人所拥有的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管理产生的根本原因”。“管理的功能就是在于通过科学的方

法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以有限的资源实现尽可能多或高的目标”。“管理从本质上而言是人们为了实

现一定的目标而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1]。因此，在教育管理中，纪律管理是为了实现教育的

育人功能，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管理工作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对于行动的协调主要表现为沟通和

奖惩，都只是实现育人的手段，要充分发挥沟通与奖惩的作用的前提是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需要教师

与学生提高自身素质，共同努力。如何进行良好的双向沟通以达到纪律管理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值得思考

与研究的问题。 

2. 时代背景 

管理学中道“现实的挑战，总是超越现存的理论的”[2]。进入 21 世纪，高速发展的世界都在发生全

方位的变革。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带来教育的信息化。在“知识大爆炸”中的信息横

流可能会带来物欲横流与人欲横流，因此，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塑造具有更高道德责任感、

集体主义观念、协作精神和自律意志的青少年一代，让其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

活。国际竞争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教育的竞争。现在的社会是学习型社会，教育成为面向未来的事业，

当代教育应打破传统教育观念与模式。有学者认为：“过去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未来的成功，过去为你赢

得成功的方程式，甚至会给你的明天带来失败。”[3]面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我们需要的是高素质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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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与选择教育的价值，在纪律管理中落实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3. 政策背景 

近年来，面对国际国内发展形势，我国学校数量与规模明显提升，处理好各级各类教育高质量发展

中绝对与相对、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显得迫在眉睫，带动教育的转型与改革。新课程改革以来，研究

者将目标聚焦于课程创新、教学模式、教学媒体、教学评价、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师的

专业发展、学生的学习方式等，而对于学生的自习中的纪律管理的关注与研究较少。新课改涉及课程的

目标，管理理念，评价方法等方面，是一场课程文化的革新，是对整个教育领域的一次系统改革，也是

教育观念与价值的一次重大转变[4]。新课改强调教育要以人为本，各个学科课程要培养学生的学科核心

素养，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改进教学方式等，要以立德树人为目标，实行以人为本的管理。同时，

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发展素质教育，深化德智体美劳“五育”融通整

合。要始终坚持立德为先，准确把握各学科的育人价值和目标，加强“五育”的融通整合，着力发展学

生的核心素养，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这些都对学生提出新的要求。 

4. 理论依据 

4.1. 三元交互理论 

有学者指出，该理论“认为环境(E)、主体因素(P)和行为(B)三者相互独立，同时又相互作用相互决

定”[5]，又共同影响着一个人的发展与行为。见图 1。班杜拉把“交互”这一概念定义为“事物之间的

相互影响”，把“决定论”定义为“相互影响的产物”。该理论重视人的因素在行为中的决定作用，人

的因素包括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个性特征、年龄特征、生理特点等，认为人不是环境刺激的消极的反应

者，而是具有自我组织、自我调节能力的积极塑造者；人本身就是改变自己的动因。根据班杜拉的理论，

在教室中，学生行为与其自身特点、教师行为、环境氛围相互作用产生影响。高中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

的人，在自习过程中，可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于周围环境中教师、同学的刺激给予适当的行为反应。 
 

 
Figure 1. Structural diagram of band URA ternary bilateral dynamic interaction [5] 
图 1. 班杜拉三元双边动态交互结构图[5] 

4.2. 人本主义理论 

“人本主义管理理论主张要把人作为管理的出发点，以人为本，重视情感因素。尊重学生的个性，

尊重学生的人格，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使其能自我实现，强调人的自主性，整体性与独特性。”人文

主义管理方式指出要“实施人性化管理，实施个性化管理与推进实现自我管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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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性化管理，是指不能把人当做机器，要把人看成是有情感，有价值的一个生命体，要满

足其需要。第二，个性化管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是一个不同的个体，强调要进行差异化管理，

即是尊重人的个性，理解人的差异。第三，推进实现自我管理，人本主义理论强调人有自我实现的需要，

所以要推进人实现自我管理，就是不需要别人的约束和管理，自己能对自己的行为与思想进行控制，从

而实现自我管理，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教师的‘管’是为了‘不管’。”[6] 
“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是以人本主义为基础的，它指出人类需求的五级模型，从层次结构的底部

向上，需求分别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于爱得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五种需要

是最基本的，与生俱来的，构成不同的等级或水平，并成为激励和指引个体行为的力量。”[6]马斯洛提

出人的需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是符合人发展规律的。在人的发展过程中，总有一种需要

占主导地位去引导人的行为，进而影响其实现其他需要过程中的行为。人的行为是受意识支配的，人的

行为是有目的性和创造性的。人会根据自己所处的外界环境、自身情况，得出自己需要什么的结论。 

4.3. 教育生态理论 

“教育生态理论从教育学与生态学的相互联系出发。探讨了教育与环境，生命与环境的内在联系。

教育生态理论要求教育生态系统、教育个体生态、教育群体生态的良好发展，注重自然环境、社会环境、

文化环境、个体环境与教育的协调运转，坚持可持续发展与和谐共生的教育理念，它从系统论、生态论

的视角向我们展示了教育与环境的相互联系。该理论强调要注意教育个体与其他教育个体、与教育群体

的相互作用，正确处理个体与集体、个体发展与社会和谐、个体现时与个体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7]
这也对高中生自习纪律管理有一定的启示。纪律管理不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而是为了人的长远发展。

课堂环境的空间布局，气氛，创造都应有利于学生高效自习。教师在自习期间的纪律管理，应兼顾个别

学生的发展需要，不放弃任何一位学生，并通过鼓励、引导的方式指导学生行为，适时调整学生的座位

或课堂空间，使学生之间的消极影响最小化，从而形成良好的自习生态环境。 

4.4. 集体主义教育理论 

马卡连柯提出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指出，在教育教学中，第一，要使学生自觉遵守集体主义教育原则，

在集体中建立服从关系；第二，要做到尊重学生与严格要求学生相结合的原则，严慈相济；第三，要坚持

前景教育原则，制定学习目标与人生目标，使班集体中每个学生都对自己的美好未来充满期待，并愿意为

其目标而不懈奋斗；第四，要注重平行教育影响，集体影响个人，个人影响集体[8]。因此，教师的在自

习期间的纪律管理应该做到在集体中，通过集体，为了集体，注重增强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并引导其意

识指导良好的自习期间的行为活动；还有，教师要加强自习期间纪律管理的民主性与参与性，注意辨别真

民主与假民主，提高学生在纪律管理与维持中的地位与作用，积极提供机会使其能提出自己的想法，实现

共同制定自习纪律管理规则，从而调动学生自我内在动机，从而做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 

4.5. 人际关系理论 

根据人际关系理论中的相互作用理论，在高中阶段，教师与学生属于非对称的相依，这是一种不平

等的相互作用状态。人际关系的强化理论认为，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彼此在认知过程中，引起

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反应程度，若以认可或奖励方式促进肯定情感(正强化)可增强人际吸引力，若以惩罚

来加强否定情感(负强化)，则可削弱人际吸引力[9]。这就需要教师在自习管理纪律时要正确、科学的使

用自己的奖惩权力，注重对学生进行情感的关系与支持，解除心理紧张感与压抑感，实现心理上的将心

比心，平等交流，满足学生心理需求，充分发挥其正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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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问题现状 

经过作者为期 2 个月的观察以及对教师与学生分别研究发现，高中生在自习期间存在不少纪律问题。

首先，违反纪律的行为表现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绝大多数女生一般比较听话，出现问题的一般都是男生，

比如吃东西、说话、随意离开座位等。应该注意到的是，高中生阶段的学生由于身心特点，容易受到外

界环境的影响，比如看见别的班级提前下课，就会提出想法，问老师能不能提前下课；操场上组织活动

就会被吸引，楼道里有奇怪声响会哄堂大笑等。作为教师，对于自习期间管理纪律的模式单一，主要是

依靠语言进行管理，眼神盯着学生作为辅助。比如“安静一点”、“声音小一点”、“不要说闲话”、

“希望你们自觉一点，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纪律问题严重的话，老师会下讲台在教室里走一圈儿，

或者大声训斥学生。但在这种情况下，纪律更难维持。在对教师进行访谈时，大部分教师反映“不敢惩

罚，怕学生出现心理健康问题，怕学生出现安全事故，所以在管理学生时总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有的

教师反映“我们老师自己能力有限，一个教师管理不过来那么多学生，希望学校可以开一些有关教育意

义的讲座，请优秀人士做学生的榜样，比我们说教好很多”。研究者还发现在班级体中，同学之间的影

响比较明显，只要有一个同学有违反纪律的行为，其他同学容易受到干扰加入其中。还有的教师反映“不

会管理学生，就说几句，还管不住纪律的时候就不管了，随学生吧”！ 

6. 原因及对策分析 

6.1. 学校层面 

6.1.1. 缺乏科学的学生管理制度 
在学校高中生纪律管理方面，学校的管理制度缺少操作性，没有明确教师可实施惩罚的范围和程度

以及教职工若不科学使用职权的后果。对于如何具体的管理学生没有明确的指导与规定，使大部分老师

不知、不会、不敢使用自身教育权利进行纪律管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学校领导制定出分工明确、权

责分明、具体、可落实的纪律管理体系，使教师对学生的管理行为有“制”可循，提高教师对于学生纪

律管理的“底气”。 

6.1.2.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方面有待提高 
在如今信息化时代，人的需求呈多元化趋势，外界环境的诱惑也越来越多，高中生阶段的学生特点

是抵挡诱惑的能力较低，易受影响。所以，需要学校对校园环境加大重视程度，并相应地加大教育文化

环境建设的资金投入，比如安装具有隔音效果的教室玻璃，以减少班级之间上下课相互的影响；或通过

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营造良好的校风、学风与班风。 

6.1.3. 有关管理教育资源匮乏 
就教师而言，对于学生的管理一般主要是靠教师内在探索与研究，而缺少学校外在提供教师学习和

培训资源与机会，比如说学生管理讲座、专家指导等；就学生而言，高中生正处于三观建立的关键时期，

部分同学没有充分意识到自身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的严重性以及现阶段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学生同样需

要专家讲座，为学生树立榜样，进行品德教育、心理健康讲座与心理疏导、集体主义教育等，促进学生

树立正确三观、学会尊重他人、自觉遵守规则，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学校应该注重合理整合、优化教

育管理资源，为学校、教师以及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平台。 

6.2. 教师层面 

6.2.1. 管理素养与能力有限 
首先，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大多数教师认为纪律管理就是控制与约束学生的言行举止，自习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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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绝对安静状态就是纪律管理的达到要求的标志。其次，大部分教师对于学生的纪律管理手段单一，缺

乏创新性。在这过程中，教师一般处于高位，主要依靠言语命令和眼神警告学生。再次，由于班级学生

人数较多，教师一般不能关注到所有学生。大多数情况下，只能注意到少数明显违法纪律的学生，很难

做到一视同仁、不偏不倚。还有，他们不会科学、适当的使用奖惩权利进行有效的课堂纪律维持工作，

相比于原来的滥用奖惩，当代教师更加谨慎，偏向于少用或不用奖惩，重复说教为主，长此以往，会影

响纪律管理的质量与效果。最后，在教室座位安排方面，教师缺乏创新性，可以根据学生的性格差异，

定期通过物理环境的调整，达到良好的纪律管理效果。 

6.2.2. 师生关系不协调，缺少有效沟通 
有学者指出，“当个体接受了外界刺激所带来的信息，它将从三个方面同时展开它的分析过程：一

个是逻辑判断过程，通过对信息的记忆储存、分类检索、归纳合并、联想分析等逻辑思维过程进行信息

处理，判断其是否有道理；一个是情感分析过程，通过逻辑思维所认识到的事物，在情感上不一定能予

以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信念、价值观、态度和偏好等；还有一个是生理反应过程，生理

因素会由于外界的刺激而改变，从而影响感觉和行动。”[1]见图 2。在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结果的基础上，

信息接收者才会对所接受到的外界信息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对于大多数教师而言，受传统观念影响，纪

律管理只是一个需要完成的任务。对学生的管理总是简单、粗糙，缺乏爱心与耐心以及和学生之间的科

学、平等的双向沟通，导致学生没有接收到教师要传递的信息，或者不愿意认同或服从教师的要求，双

方缺少情感共鸣，所以，达不到预期的自习纪律管理效果。 
 

 
Figure 2. Information acceptance process [1] 
图 2. 信息接受过程[1] 

 
因此，教师在学生自习纪律管理方面，应做到合情合理相结合。沟通的前提是建立良好的师生人际

关系，而良好的人际关系又以情感为基础。师生之间建立了良好、平等的情感关系，就能产生亲切感，

相互的吸引力越大，彼此的影响力也就越大，从而越有利于有效沟通。 
综上所述，教师应该加大学生管理的学习力度，拓宽学习管理学生的渠道，更新管理观念，与学生

建立平等的关系，以人为本，注重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其大胆表达真实想法与意见，落实双向沟通

与管理方式与手段的多样化。在纪律管理的过程中，加强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适当、科学使用奖惩权

利，辅助自习课的纪律管理；与此同时，应加强自主学习，多尝试、多实践、多反思，努力提升自身纪

律管理水平。 

6.3. 学生层面 

6.3.1. 年龄阶段身心特点的正常表现 
根据高中生的年龄阶段特点，他们正处于青春期，自我意识较强，对于教师的要求容易产生叛逆心

理。就性格而言，高中生还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生好表现、好动；女生相对听话。若教师的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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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符合其身心发展规律，容易适得其反。因此，教师应该注意观察学生的内在特征，因势利导，并运

用学生可接受的管理方式与手段进行纪律管理。 

6.3.2. 身心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1936 年，温勒(Lewin)将物理学中的‘场’的概念移植到心理学领域，提出了‘场理论’”，他认

为“人的行为是由人和环境共同决定的，但是这里的环境是指心理环境。”[10] [11]“需要—压力理论”，

莫瑞与温勒相同，都强调个体的行为受到环境与和个体因素的共同影响，但是在莫瑞看来，个体的因素

被定义为需要，环境的因素被定义为压力。斯腾(Stern)提出了“个体与环境的适合理论”，“强调个人

与环境因素的协调，认为当个人需要与环境压力处于一致的状态时，有利于学生的发展”[10] [12]。 
由于自习课的时间一般安排在下午或者晚上，这时的学生可能已经身心疲惫或是饥饿状态。根据马

斯洛需要层次理论，教师应该随机应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重不同学生的差异性。纪律管理过程应

具有灵活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学生进行自我需求的满足。还有，教师要注重学生的心理需求，在课堂

上营造安全、轻松、平等的心理环境。 

6.3.3. 同辈群体相互影响 
纪律问题不好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班级中的不同个体之间相互影响。根据马卡连柯的集体

主义教育理论，教师应该重视班级中不同类型群体的作用，使优秀学生树立榜样，带动其他同学；并积

极引导非正式群体发挥其正向影响；同时，加强班级体建设，确立共同的奋斗目标，进行必要的思想品

德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同时，在教师引导下，使高中生在班集体中提高自我教

育的意识，培养自我管理的能力。 
综上所述，根据每个班集体包含教师与学生群体，教师应营造良好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教师对

班级中非正式群体应进行科学引导，使正式群体与非正式群体相互促进，共同营造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生

态环境，构建有秩序的自习氛围。 

7. 结语 

本文从高中阶段自习期间的纪律管理中发现的问题出发，结合相关理论与调查，主要从学校、教师

和学生这三个层面分析出了其自习纪律管理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学校缺乏科学的学生管理制度、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方面有待提高、有关管理教育资源匮乏；教师管理素养与能力有限、师生关系不协调，

缺少有效沟通；学生年龄阶段身心特点的正常表现、身心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同辈群体相互影响。最后，

针对造成问题的原因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对策。 
就学生纪律管理问题，仍面临许多难题，如：学校在制定纪律管理制度中，如何详细划分教师行使

惩戒权的指标，使其具有可操作性？在教师管理自习纪律的过程中，如何落实才能混淆真民主与假民主

的界限？针对高中阶段不同年级学生的自习纪律管理方式与手段可以一以概之吗？这些问题都需要相关

学者进行进一步思考与研究。 
在如今中国社会追求全方位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关于高中阶段自习期间的纪律管理问题的解决，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高中阶段自习期间的学生纪律管理问题的分析，见微知著，让校长等行

政人员开始重视从更加宏观的层面看待与处理学校教育教学问题；让教师学会科学、人性化的管理学生；

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从而学会做人做事。然后，在学校内部形成管理合力的基础上，不断充分发掘、

整合、优化外界资源，引导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学生各方共同努力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与氛围，

形成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外部合力。最终，顺应时代对人才的高质量要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实

现国家各方面的长远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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