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班级管理中，禁令、要求、规则规范所达到的效果，与管理者的初衷往往背道而驰。高中生作为一个正在成
长的个体，有走向社会的需要，有人格独立、自我实现的需要。作为教育管理者，我们要给予他们的绝不仅仅
是知识、技能和粗暴、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更应该让他们体悟一些公式、框架、约束以外的东西。
行为规范 人文关怀 人文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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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是组成学校的基本单位，一个学校的稳

定、发展，离不开每一个班级的良性发展。于是，如

何管好班级、营造良好的班风和学习氛围，便成为

学校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达到管理的目的，

管理层制订了一系列校规、班规来约束学生，希望

班级和学生沿着管理者预设的轨道发展。然而，这

些“看上去很美”的规范，其所能达到的效果，却每

每与管理者的理想和初衷背道而驰。靠行为规范来

管制学生，为何屡屡收效甚微？这恐怕与管理者不

了解管理对象的心理生理特征，不了解教育的规

律，甚至没有弄清管理的最终目的，以及管理手段

的简单粗暴，有着莫大的联系。在这里，笔者就学校

常见的三则行为规范与同仁一起探讨。

一、常见行为规范中的“硬伤”

行为规范之一：“无声自习、保持安静”
一些学校从日常经验出发，强调自修课的绝对

安静，规定学生在自习期间，不能讲话，不能交头接

耳，不能做小动作，更不能走动，似乎安静到落针可

闻才是学生最好的环境。的确，按照一般经验，人通

常在安静的环境里容易集中注意力，在喧闹的环境

里，容易疲劳且分散精力。然而，根据学生的反馈，

许多学生在安静的自修课上，每每犯困，无精打采，

甚至昏昏欲睡。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要认识到，在心理学上，人的注意分为有

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例如，学生在听课时，其心理活

动不是指向教室里的一切事物，而是把教师的讲述

从众多事物中抽取出来，并比较长久地把心理活动

保持在教师的讲述上。当学生集中听课时，他的心

理活动不仅离开一切与听课无关的事物，而且也对

与听课无关的活动、甚至有妨碍的活动加以抑制。
我们可以全神贯注地阅读一篇文章，也可以陶醉在

自己精神世界的沉思之中。由于心理活动对一定对

象的指向和集中，所以当一个人注意到某一些对

象，同时便离开了其他对象。这些其余的对象处于

“注意的边缘”，多数处于注意范围之外。某些微弱

的附加刺激不仅不会干扰人们的有意注意，而且会

加强有意注意。实验表明：人处于过分安静的环境

中不但不能有效地工作，反而会逐渐地进入睡眠状

态。那么怎样的环境是比较适合学习的呢？生理学

家认为，为了保证工作和学习，声音不能超过 70dB，

其中 30～40dB 是较为理想的安静环境，20~40 分贝

大约是窃窃私语的响声，40~60 分贝属于正常的交

谈声音。因此，自修教室存在适度的声音反而是合

理而且必要的。
行为规范之二：“自修课，独立学习、不干扰他

人”
管理者通常认为，自修课是学生完成作业、独

立思考、消化课堂知识的学习课，不是讨论课，更不

是说话课，好像完全独立自主，才是学习的好习惯。
这种思维忽视了不同学校不同学科不同学生的学

习差异。以笔者所在校为例，学生入学基础较差，学

习能力也相对较弱，教师们经常抱怨反复讲了多遍

的知识，学生仍然屡做屡错。这种情形下，要求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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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修课时独立作业不要讨论，显然不太现实。由

于实行住宿制，自修课大量集中在晚上，学生在难

以获得学科教师指点的情况下，自然会寻求其他同

学的帮助。而课间 10 分钟，时间有限，又需要一定

的休息，他们一般不会进行学习讨论，只有在上课

自习时，这种需求才会凸显出来。因而在自修课上，

这种因为咨询题目而发生的讲话情况还是占很大

比例的。如果一味地追求课堂的安静，让学生完全

独立学习，基础薄弱的学生难以获得应有的帮助，

自学的效果也不会很大，难题依旧得不到解决，作

业依旧不会做，长此以往，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在很

大程度上压抑了他们的学习主动性。这时再要求他

们保持安静，他们也只能拿出课本装装样子，更有

甚者还会在这安静的环境中进入梦乡。因此，自修

课上允许学生轻声讨论，促进学生间的学习经验交

流，无害而有益。
行为规范之三：男女生交往：“距离不小于 50 厘

米、不得同桌吃饭、不得独处”
高中男女生交往的形式有多种，其中交往过密

现象（习惯称早恋），一直是学校、老师和家长关注

的焦点。为防止男女学生交往过密，一些学校制订

了男女生的安全距离是多少之类的行为规范，如

2012 年，杭州某高中规定男女生之间至少要保持

50 厘米以上“安全距离”，男女生不得同桌吃饭；

2013 年，台州某高中出台了防范男女生过密的“八

项细则”，其中规定男女生不但要保持距离，还不得

面对面吃饭，不得单独相处，男女生不得以各种借

口送对方回寝室、教室门口……这些规范经过网络

曝光，引起社会热议。笔者熟知的一些学校也出台

过类似细则，但从实施的结果来看，似乎并没有遏

制所谓的“早恋”现象，反而激起了众多学生的抵触

心理。因此，此类规定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值得商

榷。从心理学上说，“早恋”这种现象多与环境因素

引起的性早熟和性萌发有关，也有一部分与孤独、
空虚、心理上缺乏支持有关。众所周知，异性交往是

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异性交往在

个体成长历程中的各个阶段都是必不可少的。异性

吸引是性心理和性生理走向成熟的必然结果，是一

种正常的自然表现。只是因为高中生处于民事行为

能力还较弱的一个群体，在处理异性交往问题上，

会出现一些偏差，以至影响和妨碍身心健康，带来

情绪和行为上的困扰。比如：过于频繁地与异性单

独交往，这时两性关系容易超越普通交往的界线而

过早萌发出对异性的情爱；虽无过多接触，只在内

心朝思暮想，但表面上却作出排斥异性、拒不接纳

的姿态；对异性没有好感或抱有偏见，回避或拒绝

与异性的任何形式的接触与交流等等。作为老师、
家长，不能只要看到男女近距离接触就马上联想到

“早恋”，而忽略了正常交往关系的可能。尽管理论

上讲人际交往有其一定的“安全距离”，但是我们也

不可否认这个距离也会随着场合、熟悉程度等因素

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应正视男女生交往的问题，要

细致观察全面考虑，而不可一味打压和限制。

二、班级管理工作应力求科学化、人性化

从上举的两条规定，笔者联想到两个问题：

第一，我们制订这些行为规范的目的是什么？

从根本上说，是要有利于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生

的身心健康发展。但某些学校的一些规定，如强调

自修课的绝对安静，男女生的绝对距离，不但没有

达到预想的目的，反而造成不良的后果。这恰恰证

明了这些规定的似是而非。高中生是一个思想独

立、自我意识强、个体差异悬殊的特殊群体，要他们

按照既定路线“驯服”地发展，谈何容易？作为教育

管理者、引导者，我们应尽力探索高中生管理工作

的科学规律，采用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绝不能凭借

粗线条的、想当然的、似是而非的经验得出简单的

结论。如果忽视了个体之间的客观差异，忽视了学

生的心理和需求，即使出台了最严格细密的规定，

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第二，我们的学生需要的是什么？诚然，学习是

高中生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和需求，但绝不是唯一的

任务和需求。高中生作为一个正在向成人过渡的

人，有走向社会的需要，有人格独立、自我实现的需

要。作为教育管理者，我们要给予他们的绝不仅仅

是知识、技能和粗暴的简单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更

应该让他体悟一些公式、框架、约束以外的东西，使

学生的人格得以完善，在为人处事上散发出人性的

光辉。
1.给予人文关怀

所谓人文关怀，指的是基于人的个性解放和自

由平等的考虑，尊重人的理性思考，关怀人的精神

生活等。在教育工作视野中，人文关怀是指尊重人

的主体地位和个性差异，关心人丰富多样的个体需

求，激发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促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我们不仅要看到学生个体是一种物质

生命的存在，更应看到他们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存

在，因而应更多地关心他们多方面、多层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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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在 20 世纪 40

年代提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需求由低到高依次

排列可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

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只有低级需要基本满足之

后，才会出现高一级的需要。
而人的心理健康水平的维持，主要是以人的中

间层次的需要即“安全”、“爱与归属”、“尊重”的需

要的满足为前提条件。浙江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钟志农先生认为：“一个学生

在校期间能否具有安全感，能否得到教师、团体的

接纳，能否得到教师、同学的关爱和尊重，决定着这

个学生的人格能否健全地发展。”他还提出：“班主

任工作，第一位重要的并非是技巧，而是理念。这个

理念，就是指我们怎样看待学生……‘以人为本’的
实质就是‘以心为本’，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以心为

本’的教育。时时处处考虑学生的内心感受和内心

需要，才能与学生心心相通。如果只考虑教师的内

心感受，不考虑学生的内心感受，‘以人为本’就是

一句空话。”教师的职责不仅在于传授知识和提高

成绩，而且在于呵护和哺育学生的心灵。学生需要

基本的人性关怀，学生个性的发展，要在其人性完

满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完善。由此，上述的行为规范

要求中，已经忽视了学生的一些需求，我们在制定

规范处理问题的时候应该多一些人文关怀。
2.提升人文素养

所谓人文素养指的是一种为人处世的基本的

“德性”、“价值观”和“人生哲学”，包含科学精神、艺
术精神和道德精神。著名教育家杜威说过：“离开了

人和人的发展，一切美妙的教育计划都无异于海市

蜃楼。”生本教育提出，比“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更
为基础的是发展人的情感和悟感，认为感悟是人的

精神生命拓展的重要标志，学生学习的核心部分应

该是发展感悟，积累的意义也在于感悟的形成。因

而让学生学会感悟、理解、思考，从而净化灵魂，升

华人格，完善自己，把正确的处世之道渗透到灵魂

中，这是作为教育所必须担负的任务。
（1）用“审美”引导学生
“美”是什么？哲学家指出：“美是具体的环境、

现象、事情、行为、物体对人类生存发展具有的功利

性能、正面意义和正价值，是个人在接触具体事物

的过程中，受其作用、影响和刺激时产生愉悦、满足

等美好感觉的原因，是人们通过反思和寻找美感产

生的原因。”因此，我们要对学生树立一种正确的审

美意识。比如，安静的自修课环境，同学们专注投入

的学习状态，能让身处其中的人产生积极愉悦、努
力奋进的情绪，这就需要每个人去维护这个环境；

进入青春期后，会出现对异性爱慕倾向，会主动接

近自己喜欢的异性，这都是正常的心理；但是对异

性的交往，过度地去追求所谓的“二人世界”，一切

学习生活行为围绕着“交往”转，甚至发生极端的暴

力事件等，这就是对“美”的事物的亵渎。
（2）用“责任心”塑造学生
责任心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

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

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

觉态度。自修课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课堂，想要有

良好的自学环境，除了有纪律的规范约束外，更多

地需要每个学生的自我约束。而这种自我约束，应

建立在强烈责任心的基础之上。要其认识到努力学

习是对自己的负责；在集体生活中要顾及其他人的

存在和感受，是对他人的负责，也是对集体的负责。
在异性交往问题上，教会他们树立正确的异性的交

往观，让他们懂得恋爱的责任。
（3）提升公共意识
公共空间的意识即公共意识。“公共空间意识”

是指公民的公德之心，独立自由的个体所具有的一

种整体意识或整体观念。“公共空间意识”是现代文

明的标志之一，其中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观
念，体现了尊重他人即尊重自己，体谅他人即体谅

自己的“使所有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要使学生明白

学校、教室是一个公共环境，在这些场所，每个人都

应该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呈现，哪些行为必须杜绝。
每个人都应该顾及到他人的感受，思索自己的行

为是否会对他人造成困扰。比如自修环境中，个体

的大声喧哗、讨论、随意地进出教室等行为；异性在

学校、教室等场所，作出一些亲密的举动等，反映个

体的自我自私，也表现了对他人的不尊重，应尽量

避免。
行为规范引导着学生行为，当行为规范有悖于

规律与现状的时候，我们需要调整角度，避免物化

管理，将学生作为动态成长的、大写的人来引导。管

理的重点在于“疏导”，而非“限制”，管理手段要遵

循科学化、人性化的要求，争取使班级管理工作更

上一个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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