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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初中课堂教学过程学生出现一些问题行为，直接影响到学生学习质量与效率。课堂上学生问题行为的出现，影响到教师教学热情，

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矫正。文中分析初中课堂上学生存在的问题行为，结合实际情况给出具体的矫正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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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教学行为问题诊断需要长时间、持续进行，直接贯穿教学整个

过程。通过科学诊断教学行为，有助于帮助教师及时发现问题，并提出

关键改进措施，促进课堂教学效率提升。这就需要教师联系教学实践，

给出具体实施策略。现将相关内容整理汇报如下。 

1 初中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分析 

1.1 管理方式虽多但缺少预防 

教师管理初中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方法种类较多，但都是针对问题

发生后行为进行管理。教师很少在课前或课堂导入环节采取有效的预防

措施，同时大部分教师也觉得提前采取预防措施没有必要。但对初中学

生只采取事情发生后的解决措施，却没有在课前和学生沟通，让他们明

白课堂上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哪些行为，无法在课堂上约束自己

的行为，造成实际教学时学生频繁出现课堂问题行为。 

1.2 多持有负性管理的态度 

结合教学实践情况进行分析，课堂上教师管理学生问题行为时态度

多为负性，少数教师持有良性态度。教师对问题行为严重且屡教不改的

普遍持有负性态度，虽然并未采取过度惩罚措施，但存在较高比例的大

声呵斥的情况，甚至存在拖拽学生强硬态度的情况，部分科任教师直接

放弃存在严重问题行为的学生，直接将这些学生交给班主任处理。教师

持有负性态度时不利于对学生的管理，学生不明白自己行为会带来何种

后果，往往通过教师态度与语言后果进行判断。这时教师选择严厉态度

提醒，学生会停止相关动作行为，但并未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危害。 

1.3 管理效果维持较短时间 

教师普遍觉得课堂管理学生效果较好，通过教师管理学生立马改正

课堂问题行为。但时间并未过去几分钟，被管理的大部分学生又会出现

类似课堂问题。初小学生进入初中学校后，需要一定时间才能适应这种

新的变化，因此课堂管理时主要以即时效果为主。如果管理效果只能维

持较短时间，加重教师课堂管理负担，直接阻碍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

成。 

2 初中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矫正策略 

2.1 选择合适课堂问题行为的管理方式 

初中教师确保课堂秩序稳定，从而保证一切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即

课堂管理是确保教师一切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并完成的保障。中学生刚进

入校园，对于新的环境处处充满好奇心，需要一定时间来适应和磨合，

如果这时教师直接将重心放在教学上，学生与教师之间没有默契，课堂

教学质量无法保证，就会事倍功半。可见，欲速则不达，在初中教学活

动中，教师首先要培养和引导学生应对课堂教学中的各类问题，不能只

看到学生扰乱正常课堂秩序，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学生在感受到教师的关爱后会及时转变自己思想和行为，积极配合

并服从教师管理。但若教师一味嫌弃，任其发展，可能会使学生越走越

远，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因此，在教学中，教师需要关注每一个学生，

同时根据每个学生性格特点制定不同教育计划。 

2.2 保持良好的课堂管理情绪 

教师严厉的处世态度只会让学生关注点放在“这是一项不被允许的

行为”，但教师并没有传达给学生到底应该怎样处理这件事，所以只能说

这件错误的行为暂时被抑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进行解决，而且教师的态

度还会引起学生害怕和紧张，不利于师生关系良性发展。但如果教师以

引导的口吻告诉学生，比如大声喧哗，“你刚开说话的声音太大，会影响

其他同学正常学习，以后千万不要再这样做了。”或者以一种幽默态度告

知学生，“你刚才那么大声在他耳边说话，有没有想过他耳朵的‘感受’。”
帮其缓解尴尬，同时还能调节课堂氛围，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缓解压

力，有时间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反思，进而尽全力改正，也会为问题行为

带来意想不到的益处。 

2.3 灵活驾驭课堂因势利导 

初中学生好说话，而数学和英语等学科教学中正好有许多定义、性

质、单词、短语、短文故事等要求学生熟读并背诵，教师正好利用学生

这一特性在课堂教学时要求学生多读，如分性别、分组、分角色等，利

用各种方式调动学生熟读，以此满足学生“说”的心理和欲望，在学生读

完后又设置新的环节吸引学生，确保学生整节课注意力都紧跟教师，无

暇他顾，从而也回收到“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的效果，如此课堂教学就

十分圆满。 

2.4 重视教师之间的交流沟通 

日常教学管理中班主任要主动和科任教师进行沟通，双方对课堂问

题行为管理达成共识，并帮助科任教师在班级内部树立权威性，让初中

小学生明白无论是哪一位教师上课，都需要保持如一的态度，不能在班

主任课堂上一个样、其他科任教师课堂上一个样。科任教师要强化责任

意识，明白维护课堂秩序的重要性，主动管理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行为。

班主任与科任教师共同努力解决学生在课堂上的问题行为。 

学校主动了解年轻教师与成手教师之间存在的矛盾点，使得两者可

以通过平台完成交流，进而碰撞出班级管理的新理念。同时让教师明白

集体的力量，遇到问题时并不是独自奋斗，还有很多人一起努力。主动

与学生交流沟通，了解学生的心理动态，减少代沟并与学生搭建良好的

关系，主动帮助学生改正课堂上的问题行为。有助于推动教师自身发展，

并形成良好的同事关系。 

3 结语 

总之，初中课堂教学过程中开展课堂教学行为诊断，可以及时发现

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对课堂教学环节进行

监测，及时创新教学内容与方法，全面落实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使得课

堂更为和谐、有效，提升学生学习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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