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论高中语文课堂管理存在的问题

【摘要】近年来，课堂管理的相关理论随之不断成熟，但在课堂管理的实际当中，依

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教学工作的效率，常常出现事倍功半的效果。为此，笔者

将目前高中语文课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以期对语文课堂管理工作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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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的观念中，课堂管理就是维持正常的课堂秩序，即保证课

堂纪律。尽管随着研究的发展，课堂管理的相关理论随之不断成熟，

但在课堂管理的实际当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在作者多年教育教学

工作实践中，深感这些问题制约了教学工作的效率，常常出现事倍功

半的效果。久而久之，学生对学习不再积极，甚至对于语文课堂生发

反感情绪。为此，笔者选取了本校不同年级、不同学习成绩的学生

24位，语文教研组的教师15位针对课堂管理方面的若干进行了访谈，

在访谈中发现师生对于高中语文课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有些共性的

看法，由此总结出课堂管理欠缺人性化、课堂对话不够平等、课堂管

理不够开放等问题。基于访谈结果将目前高中语文课堂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进行了以下梳理。（访谈提纲见附录）

2.1 课堂管理欠缺人性化

高中语文课堂因其学科的人文性和社会性而更应该具有人性化

特点。然而在实际的高中语文课堂中，常常因教师的绝对权威而令这

种人性化特征出现缺失。在一些课堂中，学生的行为必须完全符合教

师的要求和预期，当学生的行为与教师的预期出现偏差时，教师便要

去纠正学生的行为，而并未关注学生出现行为偏差的原因。这样做的

结果便是令学生产生消极情绪甚至反感，有时还会因为教师错误地理

解了学生的行为而使彼此产生误会，令学生受到委屈。比如有时学生

睡觉是因为前一天太过疲劳而导致身体状况不佳，有时学生发言的声

音特别小是因为对自己的答案没有信心，有时学生会因为对所学知识

产生质疑而忍不住和相邻的同学进行探讨，有时学生离开自己的座位

只是为了避免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关上教室的窗户。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教师不问清楚情况就横加之责，只会令课堂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

令师生之间产生隔阂。

2.2 课堂对话不够平等

所谓平等，首先指师生双方在人格上的平等。教师与学生都是

具有独立人格的人，因此其人格必然应该平等。教师之所以成为教师，

不过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教师和学生的年龄

差距决定了教师的思想常会有一定的滞后，而学生的一些较为前卫的

思想未必是错误的，甚至有些想法是难能可贵的创新思想。同时，课

堂中的学生有几十位之多，思想常常会百花齐放，彼此又会在碰撞中

出现火花，而同一课堂中的教师只有一人，其思想与几十位学生的思

想相比一定会有局限性。教师如果不肯承认这一点，墨守成规，不肯

与时俱进，用自己的权威压制学生，就可能造成课堂的不平等而令学

生产生压抑感。因此，教师要充分信任学生，要相信经过学习之后，

学生非常可能超越教师，青出于蓝。因此，在人格平等的前提下，教

师应该充分尊重学生的合理建议，与学生共同制定课堂管理方式与计

划，以建立适合师生共同生存的课堂环境。

平等的第二个内涵是指课堂中学生之间的平等。学生之间由于

成绩、能力、性格、家境、教师关注度甚至相貌的原因，常常出现一

些不平等。这就需要教师尽量做到平衡，向学生灌输“人人平等”的

观念，不因学生之间的差异而在态度上有所亲疏。尤其在应试教育的

背景下避免以成绩论英雄。每个学生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对于成绩优

异的学生，如果纵容其缺点，就可能令其产生不该有的优越感，甚至

在道德品行上有所偏差。近年来屡屡出现的学业优秀学生犯罪的案件

不能不给我们以警示。对于成绩不够突出的学生，如果一味批评或忽

略，则可能会压制其学习之外的种种优长。事实证明，永远名列前茅

的学生未必是进入社会之后依然优秀的群体，这就进一步证明学习不

是人才的全部。而教师在人格上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将会令学生在

相对公平的环境中成长，得到身心的愉悦，培养起积极向上的良好心

态。

课堂对话不平等带来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教师的高高在上令



学生对学习产生畏惧，教师对学生态度的不公平令一些所谓优生产生

优越感，所谓差生产生自卑感，长此以往，生生之间、师生之间都产

生了隔阂。

2.3 课堂管理不够开放

社会在发展，学生的学习也不应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状态。

因此，课堂的开放势在必行。开放的内涵包括目标开放、学习方法开

放、思维开放、学习成果开放等。

目标开放是指学生语文学习的目的不再仅限于高考。从广义而

言，如今的高考也不再是考场上的一张卷子，自主招生等考试方式的

改革令学生的素质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高考语文面试题目也更

加贴近生活，那些只关注做题的学生已经很难在这样的面试中取得优

异的成绩。而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又决定了其学习的终身性，语文学习

不过硬的学生会在今后的工作中遇到很多困难，因此交际能力、写作

能力以及语言能力等都是语文课堂要完成的内容。目标的开放也会使

学生从枯燥的题海中解放出来，真正关注到语文本身的魅力当中，看

到语文学科的知识性、情感性、思想性和艺术性，这样，学生的学习

动力有所增强，课堂管理也会更加高效。

学习方法开放是指学生的学习不限于学教材，做题，背课文等，

可以采取多种方式汲取知识。如今网络与多媒体的发达为学生拓宽学

习方法开辟了多种渠道，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搜集资料，利用视频、音

频等增加对知识的感官印象。语文学科强调听说读写多种能力，学生

可以课堂演讲、演课本剧、辩论、朗诵等，学习方法的多元必将令课

堂更加活跃，在学习中展示自己也可以加深师生的了解，拉近师生距

离。

思维开放是指师生的思维打破条框束缚，力求多元。语文学科

是培养学生人生观的重要学科，对于很多问题都要求学生有自己的看

法。而不同身份、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也会不同，

而这些不同的观点无所谓对错，教师对不同的观点不必压制，只需讨

论和适当的引导，只要不偏离正确的人生观即可。师生在不同的思维

碰撞中会有新的想法和新的收获。在过去的课堂管理中，有些教师为



了令学生学好自己所教科目而常常不自觉地贬低其他科目来抬高自

己科目的重要性，比如有些教师会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其他学科就没这么有用”等。如今学科的界限渐趋模糊，用不同的学

科思维考虑问题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突破。曾有学生对一道化学题百

思不得其解，后来将题目拿到语文课堂上做语法分析，发现题目本身

有歧义，是一道错题；又有学生发现语文课文中出现了古代的货币，

对其购买力产生质疑；后来用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做了货币换算，

从而对古人的生活质量和生活状态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在这些问题

的解决过程中，学生对于学习的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自豪感和成就

感大增，可见思维的开放对于语文课堂会产生深远影响。

学习成果开放是指学习成果不完全体现为考试成绩。有些学生

语文素养很高，但考试成绩未必尽如人意，这还是由语文学科自身的

特点决定的，学生的字迹、答题套路以及考试题目本身所考查的语文

能力的局限都会影响考试成绩。然而语文学习成果可以体现为各个方

面，如学生表达能力的提高、说话技巧的提升、对问题的多元性思考

等，都可视为语文学习成果。

在目前的课堂中，学习目标、学习方法、思维以及学习成果都

相对禁锢。学生以高考为唯一目标，高考指挥棒下，学生每天沉浸在

题海中，思维禁锢于教材中，学习成就感仅仅来自于考试获得高分。

因此，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降低，感受不到语文课堂的乐趣。

2.4 管理手段简单粗暴

高中学生已经具有了成年人的自尊和人格，对事情有了自己的

判断和思考。在高中课堂上，教师如果使用控制、威胁型的管理手段，

就会伤及学生的自尊，引发师生间的矛盾。一些教师面对课堂表现不

佳的学生常会使用这样的语言：“再说话就出去！”“把你的嘴闭上！”

而这样的语言往往令被批评的学生下不来台，于是干脆将老师的话置

若罔闻；其他的学生因为教师这种粗暴的批评而转移了注意力，无法

短时间再重新投入到正常的课堂学习之中，因此简单粗暴的方式会令

课堂管理大打折扣。



2.5 管理目标狭隘单一

在高考的指挥棒下，高中课堂变成了分数至上的场所，但凡与考

试成绩无关或者相悖的行为或言论都是被教师禁止的。因此，令学生

取得高分便成了教师课堂管理的最终目的。于是课堂全程都是以教师

教授为主，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和交流，一旦学生出

现质疑，也以高考要求为唯一的正确标准。然而高中语文有其自身的

学科特点，很多问题都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教师为了令学生在最

短的时间取得最高的分数，而形成了一套所谓的高效答题模式，对于

学生新颖的、有创造性的观点加以否定，让学生的思维禁锢在简单的

程式化的答题思路当中， 久而久之，学生习惯了服从，盲从教师，

不会思考，不会质疑，学生之间也缺乏交流，团队精神也被扼杀。

2.6 课堂管理流于形式

近年来新课改如火如荼，而习惯了传统型课堂的教师与学生们却

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既成的课堂管理模式。新课改的内容之一是鼓励

师生交流、生生交流。为达到这一要求，教师上课便增加对学生提问

的次数，为此不惜问一些毫无意义的问题，如“对不对”“是不是”

等，学生不必思考，只需附和教师即可。这种所谓的师生交流不过是

师——生的单向交流，而学生向教师的提问也更多缘于没听懂、没跟

上教师讲授的某一个环节。至于创造性的想法或对知识本身的质疑依

然非常罕见。而为了达到生生交流的要求，教师常常把教室里的学生

分成几个小组，每组选出一个固定的组长。讲课过程中，教师常常组

织各小组对某一问题进行讨论，并最终由组长来对问题做最终陈述。

这样的交流看似热烈，但由于每组组长必然是表达能力好、思维较为

敏捷的所谓“语文尖子生”，其光环常常盖过组内其他成员。于是小

组讨论很可能演化成组长的一言堂，其他组员则对讨论持消极态度，

生生交流也变成了几位组长展示自我的舞台。这些形式化的交流不但

没有真正令学生的能力得到锻炼，还会由于课堂上的表面繁荣而令教

师忽略许多学生真正存在的问题。



2.7 管理革新矫枉过正

自新课程改革实施至今，课堂管理发生了显著变化，传统课堂遭到了

严厉的批判。于是很多教师一时难以适应课堂的变化，对课堂管理充

满了疑惑。他们不再采用固有的方式对学生的不恰当行为进行矫正，

担心这样会损伤学生自尊，更担心这种做法有悖于新课改理念。这种

担心和疑惑致使教师的课堂管理缺少了以往的力度，变得不敢管，放

任学生的行为。而有效管理的缺失造成了课堂中出现了很多本不该出

现的现象：学生无视课堂纪律，随意喧哗，甚至随意走动，令课堂毫

无秩序可言。这样的课堂没有变得活跃，只会变得混乱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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