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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课堂纪律是影响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业成绩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对于小学阶段学生来说，他们正处于

身心发展的初级阶段，自制力低，教师做好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有利于维护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然

而，传统的课堂纪律管理往往依赖于教师的权威与惩罚性措施，这种做法虽能在短期内取得一定效果，

但长期来看可能抑制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甚至导致师生关系紧张，还可能引发学生的心理问题。正

面管教倡导既不严厉也不骄纵，以尊重学生为基础，为当前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提供了一种新选择。本文

首先界定课堂纪律管理的内涵，列举小学课堂纪律违纪行为的表现及原因，最后从正面管教的视角出发，

探讨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的有效策略。 
 
关键词 

正面管教，课堂纪律，违纪行为，管理策略 
 

 

Effec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of  
Classroom Discipline in Primary Schoo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iscipline 

Lili Zhang, Yanxia Mao*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Received: Apr. 6th, 2025; accepted: May 8th, 2025; published: May 14th, 2025 

 
 

 
Abstract 
Classroom disciplin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teachers’ teaching quality and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especially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hey are in the primary stage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their self-control is low. Teachers’ good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
ment in primary schools is conducive to maintaining teaching order and improving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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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ever, traditional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often depends on teachers’ authority and 
punitive measures. Although this practice can achieve certain results in the short term, it may re-
strain students’ enthusiasm and creativity in the long run, and even lead to tense relationship be-
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It may also lead to students’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e advocacy of 
positive discipline is neither strict nor pampered, based on respect for students, which provides a 
new choice for the current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in primary schools. This paper first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enumerates the performance and rea-
sons for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discipline violations, and finally discusses the effective strategies 
of primary school classroom discipline manage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ve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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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面管教视角下的课堂纪律管理 

课堂纪律是指为了有效维护正常的学校课堂教学管理秩序，协调、规范、管理全体学生日常学习、

生活行为，不随意干扰任课教师正常课堂教学，保证课堂教学管理目标的顺利达成而制定，并要求全体

学生自觉遵守科学的课堂纪律准则和行为规范[1]。课堂纪律首先体现在规则上，规则是课堂行为的标准

和管理的依据，多数情况下的课堂纪律规则是必要的，课堂纪律除了能维持秩序，更承载着育人的价值

[2]。 
作为中国教育历史的沉积，“棍棒底下出英才”的惩罚式课堂纪律袭承了教育惯习，学生一直视为

被动的个体，理当被看成是纪律约束的对象[3]。传统的课堂纪律的管理中，部分教师仍然存在着一些错

误的管理观念，比如他们一直认为好的课堂纪律就是课堂安静，学生认真听讲，不随便插话，不做小动

作等。在这一观念指导下形成了以教师控制、惩罚为主的纪律管理模式和学生绝对服从为基调的课堂氛

围，认为严厉和惩罚是管用的管教方式。但是从长期来看，以惩罚为主的课堂纪律管理方式长期来看可

能导致小学生自尊心受损，产生自卑、恐惧、逃避等负面情绪。 
正面管教作为一种既不惩罚也不骄纵的教育理念，为小学教师课堂纪律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正面

管教的理论基础主要源于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和著名儿童心理学家鲁道夫·德雷克

斯的思想，美国教育家简·尼尔森等经过长期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了这一教育方法[4]。它倡导既不惩

罚也不骄纵，以尊重与合作为基础，将“和善与坚定”融为一体，通过正面的引导、鼓励和教育，帮助学

生建立自尊心和自信心，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和自我激励，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从而在课

堂上展现出更好的纪律性。传统教育理念如行为主义强调通过奖惩塑造学生行为，注重外在行为的改变，

忽视学生内在心理需求，而正面管教理念更关注学生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内心需求，认为学生违纪是在表

达某种需求，如寻求关注、权力等，致力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人本主义教

育理念强调以学生为中心，重视学生的情感和个人价值，这与正面管教尊重学生的理念有相通之处，但

人本主义有时可能过于强调学生的自由发展，在纪律管理方面缺乏明确的引导和规范。正面管教则在尊

重学生的同时，强调规则和界限，帮助学生在有序的环境中成长。正面管教视角下的小学课堂纪律管理

旨在创造一个既有序又充满支持的学习环境，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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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学课堂违纪行为的表现及原因 

在正面管教视角下，课堂违纪行为不是简单的“错误”或者“不良行为”，教师需要转变自己的课堂

管理观念，重新认识和理解课堂中的违纪行为。个体心理学的先驱阿德勒提出，儿童的每一个行为背后

都隐藏着目的，是儿童试图表达自己需求和寻求归属感的一种方式。对于小学生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

行为，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种[5]。 

(一) 寻求过度关注的违纪行为及原因 
寻求过度关注，通常是指一个人在社交互动中表现出来的倾向，他们试图通过各种方式吸引他人的

关注和注意，以至于这种行为变得过分或者不恰当。比如小学生课堂上交头接耳，频繁地打断老师或同

学的讲话，频繁举手发言、故意做出一些吸引注意力的动作、或者课后不停地向教师寻求表扬和认可。

如果学生的行为让教师觉得心烦、恼怒、担心或者愧疚，那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的目的就

是为了寻求过度关注，其违纪行为背后的想法是想要得到关注或者特别对待，让教师和家长围着自己转，

这样才认为自己是重要的。 
这类行为的目的是希望看到别人都在为自己奔波，唯有得到特别关注或服侍时，才会感到有归属感。

别人围着自己团团转，才会感到自己是重要的[6]。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学生出现寻求过度关注是由于

学生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和认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分为五个

层次，从低级到高级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小

学生寻求过度关注就是由于自己的某些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或者部分满足，尤其是在社交和尊重需求方面。

所以，他们就会试图通过吸引注意来获得同伴或老师的接纳和认可。此外，小学生与教师和同伴的情感

联结是他们心理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学生在情感上感到孤独或不被理解时，他们可能会通过过度关

注行为来寻求与教师的情感联结，这种行为可以帮助他们感受到被关注和理解，从而缓解内心的孤独感。 
(二) 寻求权力的违纪行为及原因 
小学生寻求权力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不服从任何人，向他人发起挑战和挑衅，认为一切由自己说了

算，通过争夺权力来获得控制感。比如，有些小学生会在课堂上直接对老师的指令提出质疑或反驳，试

图挑战老师的权威，或者是在课堂活动中拒绝合作，破坏课堂秩序，以此来获得同伴的认可和尊重。如

果学生的行为让老师感到愤怒，被挑战或者受到威胁，那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的目的就是

为了寻求权力，其违纪行为背后的想法是自己想要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影响力或者在同伴中的地位。他

们会认为“唯有当我来主导控制，或证明没有谁能主导得了我的时候，我才有归属感。” 
学生出现寻求权力是由于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能力和影响力。他们渴望通过控制他人或环境来满足自

己的安全感和控制感。寻求权力可以让他们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时，感到更加自信和有能力应对。另

一方面，小学生正处于自我认知的关键时期，他们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和尊重。寻求权力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看作是他们展示自我能力、提升自我价值感的一种方式，通过控制其他学生或资源，他们可以感受

到自己的重要性和影响力，从而获得满足感和自我价值的确认。 
(三) 报复行为及原因 
报复行为通常是指因为受到某种伤害或者不公平对待之后，采取行动以伤害对方或让对方遭受损失

的行为，这种行为往往伴随着负面情绪。报复行为不仅仅是一种行为表现，它还涉及认知，情绪和行为

三种成分。小学生可能因为对冒犯者的动机和后果的评估后，产生攻击行为，这与他们的认知发展和情

绪调节能力密切相关。小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一些报复行为主要表现为言语攻击，对同学或老师进行辱

骂或讥讽；身体攻击，对同学进行打斗等身体上的攻击；情绪行为，比如哭泣、愤怒以引起注意。如果学

生的行为让老师感到失望、难以置信、甚至是憎恶，那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就是报复，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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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纪行为背后的想法是自己没有归属感，受到伤害就要以牙还牙，以寻求安慰。 
小学生产生报复行为可能是由于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伤害，比如教师在处理学生矛盾的时候

会带有主观情感，偏向成绩好的学生，不分青红皂白斥责“受害方”，保护“肇事者”，这就会让学生产

生心理不平衡，从而产生报复心理。此外，小学生在他们成长过程中，对于复杂情绪的识别和调节能力

有限，当遇到挫折，愤怒或委屈情绪时，他们可能无法恰当表达和宣泄，从而采取报复性语言或行为来

回应对方。 
(四) 自暴自弃的违纪行为及原因 
自暴自弃是一种消极的心理状态，表现为个体对自己能力和价值缺乏信心，不愿努力去改善自己的

处境，可能出现逃避、放弃、不参与竞争等行为。小学生在课堂上自暴自弃的具体表现为对学习内容不

感兴趣，频繁叹气、摇头或用“我学不好，我根本不想学”等消极的语言表达对学习的厌倦。长期处于自

暴自弃的学生可能会在性格上出现消极转变，逐渐变得自卑、敏感、悲观。如果学生的行为让老师感到

绝望、无助或无能为力，那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就是自暴自弃，其行为背后的信念是：我

不相信我能有所归属，我要让别人知道不能对我寄予任何希望，我无助且无能，既然我怎么都做不好，

努力也没有用。 
小学生产生自暴自弃心理有多方面因素。家庭环境方面，父母对孩子期望太高，习惯苛责批评，过

度控制，就会让孩子放弃继续尝试的勇气和信心，失去动力。学生个人方面，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发展

理论提出，学龄期的学生主要任务是获得勤奋感而避免自卑感。在这一阶段儿童需要通过努力来获得勤

奋感，如果不能发展出勤奋感，会使儿童产生自我怀疑、选择逃避与退缩，表现为自暴自弃。 

3. 正面管教视角下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策略 

正面管教强调以尊重和理解为基础，把和善与坚定融合为一体，关注孩子的内心需求和感受。是否

是正面管教的方式，必须符合四个标准。首先，是否和善与坚定并行；其次，是否有助于孩子感受到归

属感和价值感；另外，是否长期有效；最后，是否能教给孩子有价值的社会技能和人生技能，培养孩子

的良好品格。在正面管教的视角下，小学课堂纪律管理策略旨在通过鼓励的方式，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营造一个和谐、有序的学习环境，对于小学生课堂上出现的一些违纪行为，教师可以采取以

下策略去进行管理。 
(一) 转变思想观念，正确看待违纪行为 
违纪行为，本质上是学生内心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外在表现。它可能源于对关注的渴望、对权力的争

夺、对报复的寻求，或是因为逃避某些不愉快的事情，主要目的是寻求归属感和价值感。在正面管教的

理念中，每一种违纪行为都隐藏着学生内心深处的呼唤，是学生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的一种表现。在小

学课堂上，某些学生可能在课堂上以站起身来哼小曲儿的方式获取教师的关注。那么要避免此类“违纪

行为”的发生，就需要教师的言行举止、理论知识和有效技能三维度的深度融合，做到“和善与坚定”并

行，帮助学生找到课堂上的归属感、价值感。比如，在某小学三年级的语文课上，小李同学经常在课堂

上做鬼脸、讲小话，干扰教学秩序。以往老师会直接批评他，但效果不佳。运用正面管教理念后，老师没

有立刻斥责，而是课后与小李耐心交流。原来，小李父母平时忙于工作，对他关注较少，他想通过这些

行为获得老师和同学的注意。这表明，当面对学生的违纪行为时，教师不应立即贴上“坏孩子”的标签，

而应尝试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给予爱和关注，理解他们的需求和感受。这种理解，是建立良好师生关

系的第一步，也是引导学生走向正轨的关键。 

(二) 倾听与共情，加强师生情感连接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的过程本质上是师生自由交往的过程。教学过程应该是师生交往、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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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过程[7]。互动就意味着每个人需要平等对话。因此，教师首先要做的就是转变角色，从“滔滔不

绝”的演说到耐心安静地倾听，并且通过点头、眼神交流等非语言方式给予学生反馈，让学生觉得自己

被理解、被尊重、被接纳。比如，在一节五年级的数学课上，小王同学对一道题有不同解法，但不敢说出

来。老师发现他欲言又止，便让它起立回答并耐心倾听他的想法，并通过点头微笑给予肯定。小王讲完

后，老师当众表扬他思维独特，还鼓励其他同学像他一样积极思考。此后，小王不仅更积极参与课堂，

还和老师建立了深厚的信任关系，遇到问题都主动找老师交流。这表明教师要多看学生的正面价值，始

终相信学生，与学生之间建立情感连接。 
(三) 学会“积极暂停” 
“积极暂停”作为正面管教的重要工具之一，其核心理念在于，当情绪升级时，通过暂时离开冲突

现场，给个体一个冷静下来的时间和空间，从而避免冲动行为，促进更有效的沟通，可以通过以下方式

实施积极暂停： 
第一，设立“暂停区”。教师和学生一起在教室中设立一个专门的“暂停区”，共同决定这个暂停

区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空间可以是一个舒适的角落，放一些东西，比如喜欢的书籍、轻柔的音乐等。教

师可以和学生共同为这个区域起一个特别的名字，如“冷静空间”、“快乐小屋”等，以增加其仪式感

和吸引力。 
第二，使用暂停信号。教师与学生一起讨论并确定一个“暂停信号”，这个信号可以是特定的手势、

词语或物品，用于在冲突发生时提醒学生或自己需要暂停一下。如举手示意、等。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

能让暂停变得可预测，减少误解和抵触情绪。 
第三，设定时间限制。虽然“积极暂停”强调的是自我决定何时恢复沟通，但为了避免长时间的逃

避或拖延，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情绪状态，设定一个合理的时间限制，这个时间足够让大多数人冷静

下来，重新整理思绪。 
第四，进行回归后的积极对话。当双方都冷静下来后，安排一次面对面的对话，以解决问题或达成

共识，之后教师进行复盘反思。 
案例：在二年级的一次课堂活动中，小张和小赵因争抢道具发生冲突，两人情绪激动。老师见状，

立刻做出之前约定的“暂停”手势，引导他们去教室角落的“冷静空间”。五分钟后，两人冷静下来回

到座位。老师组织他们面对面交流，最终两人互相道歉。这表明“积极暂停”策略在化解课堂矛盾、培

养学生情绪管理能力上效果显著。 
(四) 有效运用鼓励的三种语言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教育家鲁道夫·德雷克斯说过：“孩子需要鼓励，就像植物需要水。鼓励对于孩

子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的成功源于学生的自信，学生自信的形成往往源于教师的

鼓励。适时、充分、恰当地对学生进行鼓励，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教学效果[8]。以下是正面管教

中的三种鼓励方式： 
第一，描述性语言。描述性语言是对学生行为或品质的客观描述，它能够帮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

己，了解自己的优点和不足。在运用描述性语言时，教师需要客观而准确的描述学生的行为或品质，避

免夸大或缩小事实。比如，“你今天的作业中，有几个字写得端端正正，字迹干净”。这样的描述能够

让孩子对自己的表现有一个准确的认识。 
第二，感谢性语言。感谢性语言就是通过表达感激之情来肯定他人的行为或特质。在使用感谢性语

言时要具体而真诚，避免使用空洞的套话，如“谢谢你”，而应具体指出孩子做得好的地方，比如“谢谢

你今天帮助我收作业，你真是一个能干的孩子。”这样的表达更加真诚具体，也更能触动孩子的心弦。 
第三，赋能性语言。赋能性语言通过表达对学生能力的信任来赋予学生力量和自信。在运用赋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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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时，教师需要表达对学生能力的信任。比如“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我对你有信心”。通过赋

能性语言的鼓励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肯定认可。 
案例：在四年级的作文课上，老师批改作业时，对小吴同学用描述性语言评价：“你这次作文中对

景物的描写很生动，像‘阳光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这句，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之后小吴写作文更

注重细节描写。当小周主动帮老师整理讲台时，老师用感谢性语言说：“谢谢你帮老师整理讲台，摆放

得真整齐，帮了老师大忙。”小周此后更积极参与班级事务。在一次演讲比赛前，老师对小郑说：“我相

信你准备充分，演讲时肯定能自信表达，展现自己的风采。”小郑倍受鼓舞，最终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这充分表明，描述性语言、感谢性语言和赋能性语言这三种鼓励方式，能让学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感

受到教师的真诚与信任，增强自信，激发学习动力和积极性。 

4. 结语 

正面管教理念为小学课堂纪律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它强调尊重与理解，认为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个体，拥有其独特的性格、兴趣与需求。小学教师在管理课堂纪律时，需要正确认识学生的违纪行为

背后的目的以及背后的信念，通过倾听和共情学生，了解他们的想法与感受，实施积极暂停，有效地运

用鼓励的三种语言等策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归属感和价值感，成为健全人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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