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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室秩序與管理
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 副系主任

鄭之灝教授
I. 前言

課室管理是每一位老師都關心的問題。良好的課室紀律是良好的學習環境和氣氛的先決條

件，有助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效率，老師也能夠專心教學，教師與學生都因而得到較大

的成功感和滿足感。

香港推行九年強迫教育多年, 發展到今天, 學生的程度頗為參差；加上課程緊迫、測驗、

考試壓力大，老師工作量實在繁重, 很難兼顧每一位學生的需要；學生違反校規的行為和

事件屢見不鮮。故此，課室管理和處理個別有問題學生，成為教學上的熱門話題和老師的

當前急務。在這裡，我們將討及研究處理課室秩序的手法和如何把課室管理應用在輔導工

作上。

II. 目標

在完成這一課後，你應能：

1. 了解課室管理與學生越軌行為的關係；

2. 辨別學生犯規的成因；

3. 掌握防止學生發生違規行為的方法；及

4. 掌握處理學生違規行為的方法。

III. 內容

1. 課室管理和學生越軌行為

課室管理實在有它積極的一面，它不是限制學生的自由，而是提供一個安靜、有條理的環

境，讓老師暢所欲言，讓學生安心學習。課室管理的範疇包括：越軌行為的種類和處理、

分析學生犯規的原因、防止學生超越規範行為的探討、和「行為矯正法」如何應用在課室

管理上。表面上看，課室管理是涉及學生違規的行為，著重處罰，帶著濃厚的負面意味；

其實，在中、小學校裡，老師和學生，同樣需要一個和諧寧靜，有利於學習和有秩序的課

室環境，使教學和學習可以順利地進行，收到事半功倍的儁果。

相對於有秩序的課室環境，越軌行為，自然是指破壞秩序和違規的行為。一般來說，在課

室裡越軌犯規的行為有下列幾類：

1. 品德方面：態度和品行欠佳，例如：欺騙、說謊、上課時行為和言談不檢。

2. 法規方面：明顯地違反學校的規則，例如：逃學、曠課、假冒家長簽名、打架生事、

吸煙賭博等。

3. 學習方面：專心或不負責任的表現，諸如：上課精神不集中、不交功課、考試作弊等。

4. 人際方面：同學不融洽，欺凌行為、逃避退縮、不合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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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來說，涉及人身安全和影響正常學習的超越規範行為都是不道德和不合法則的。其

實，以上的分類是很粗略的，真的要把超越規範的行為分類也不容易，因為行為通常涉及

很多方面，所以教師只要判定學生的行為是否妨礙課室紀律，便可加以制止，並予以適當

的輔導。

上列的越軌行為分類較為廣闊。在目前中、小學校裡，老師、訓導主任等最不能夠容忍的，

是刻意破壞課室紀律、影響同學學習和老師教學的行為，這類行為的表徵和特點在於：

1. 妨礙課室學習：因少數學生的騷擾而使其他同學不能專心上課。

2. 騷擾鄰近課室：進行討論或模擬遊戲時，部份學生的聲浪過大行為不當，騷擾鄰近

課室上課。

3. 模仿超越規範行為：雖然有些行為本身並沒帶來嚴重的後果，但其他同學可能會模

仿，從而使場面混亂。

4. 傷害身體：傷害自己或他人身體的行為，包括：擲物打架、玩弄化學物品、按電掣

和煤氣掣等。

5. 影響心理健康：替同學加上不雅的綽號、欺凌、排斥、以同學為代罪羔羊等，

這都會傷害他人的心理健康。

上述有礙課室紀律和學習的行為，教師都應予以制止。不過，在處理這些問題時，教師也

應考慮環境因素。例如：在實驗室裡，同組的學生需要傳遞訊息和交換意見，應容許較大

的交談聲音；在課室進行小組討論時，自然要鼓勵學生交談。另外，每位教師對課室的紀

律會持有不同的標準，寬鬆取向的教師較嚴緊取向的教師的容忍度為大，有經驗的教師較

初入行的教師的反應也有不同。每位教師經過幾年的教學後，便會建立自己的一套標準。

與他相處日久的學生必能領略到他的標準，知所適從，但為著執行和效率起見，教師最好

還是在每年學期剛開始時向學生說明個人對學生的要求。

學習活動

對於越軌行為的分類，你有什麼意見？你個人對於處理越軌違規行為的標準和底線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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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違規的原因

要防止學生超越規範的行為，首先要了解他們違規的原因。學生違規的原因大都由以下四

方面引起：

2.1 由挫折或失敗引起：

學生遭受挫折或失敗，往往會情緒不安，脾氣暴躁，繼而以犯事來發洩。例如：

學業成績差；追不上功課；在上課時搗亂；被同學排斥；敵意地向同學報復或用逞

強的手法來表現自己的重要性；認為老師處罰太嚴厲或不公平，他們便會用越軌的

行為來表示不滿。

2.2 發洩不滿情緒的結果：

學生會把日常生活中的不滿轉移到課室裡，例如：在家中或在校外有不愉快的經驗，

會在課室裡用超越規範的行為來發洩。

2.3 規則不協調所造成：

不協調的雙重標準會令學生感到混淆不清，無所適從，以致犯規。不協調的情形和

對某些行為的雙重標準，可能會出現在教師與教師之間或學校與家長之間。

2.4 因無知而犯規：

學生因無知而違規也是常有的事情。例如：學生用犯規來試探規則的彈性、青少年

人常用這種試探方式來尋求他們自由的範圍、甚至向老師作出挑戰，不惜犯規，

來考驗老師的尺度。

教師只有了解到學生違規的原因，能對症下藥，收到明顯的效果。

3. 防止學生發生超越規範行為的方法

防止學生超越規範行為的有效方法，首重預防；其次是制止這些行為重現或蔓延。同時教師

要盡量與學生維持良好的關係，當運用某種方法時，應考慮這方法能不能達到預期的功效。

實驗證明，能夠有效地管理課室的教師可以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效。這些教師有一個共通

點： 他們都喜歡採用「主動」（proactive）的方法，例如：在課室裡積極帶領活動，善於

控制大局，預知學生的心態和動向，並能適當地利用環境來幫助學生學習；他們不會被事

情的發展或學生的行動牽著走，在被動的情況下才作出「反應」。預防的方法應從課室管

理和教學安排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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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從課室管理著手

以下分享如何部署課室管理，減低學生越規行為，締造和諧課室環境：

3.1.1. 建立良好的師生關係：使學生感覺到教師是無條件地關心和愛護他們，從而

能夠聽從教師的教導，努力學習，積極向上，並能自重自愛，又能尊重別

人，不會輕易犯事，這是課室管理最重要和最基本的第一課。

3.1.2 營造良好的學習氣氛：使學生明白教師和學生是一起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在這種融洽的氣氛下，教學自然能夠順利進行。

3.1.3 留意課室座位的安排：一般的座位安排要使學生和教師可以互相注視，學生

能集中精神上課，在討論時，要把座位另作安排，使學生能交換意見。

3.1.4. 教師全班學生能維持目光接觸：這顯示教師有足夠的信心，尊重學生和知道

學生在做甚麼。另外，要留心觀察學生的行為，包括身體語言等。

3.1.5. 訂定有效的課室規則：有效的課室規則，例如：發問的形式、傳交作業的方

法、轉換課室的程序等。規則不宜訂得太多，而且必須明確合理，使學生容易

遵守, 也使他們明白其重要性，知道違規後會受到什麼處罰。另外，規則要帶

積極性，引導學生遵守，如：「在實驗室討論時，聲浪要減低」就較「不准喧

嘩」為佳；「學生要有禮貌，為他人著想」較「不淮︙︙不淮︙︙」為佳。

3.1.6. 對學生有較高和正面的要求：通常學生都能夠達到成年人的期望，最好是讓

學生領悟到教師的要求不過是常規，是應該及能達到的標準。

3.1.7. 要求所有學生都嚴格遵守規則：執行規則時，教師不可對學生寬嚴不一，否

則他們會覺得教師不公平，有偏見，專門針對某些學生。不過，規則也要因

應學生的情況而具有彈性。

3.1.8. 讓學生預先練習某些程序：這些程序，例如：火警演習等，一旦真實的情況

發生時，學生就不致手足無措。又如作實地考察和參觀前，讓學生預習部份

過程，可以避免出現混亂的場面。

3.1.9. 維持學生的注意力：教師可運用各種提示，例如：目光、手勢、走近學生身

旁等，以維持學生的注意力。

3.1.10.減少令學生分心的事物：如請學生把飾物及與該課無關的書本放進抽屜

裡，上課前使學生把黑板擦淨等。

3.1.11.營造輕鬆活潑的課堂氣氛：上課時，教師可以引用一些有趣的事物，讓學生發

笑一下，這種輕鬆的氣氛可以消除學生的疲勞，使他們振作起來，繼續上課。

3.1.12.讓學生暫時離開課室：遇到學生情緒激動時，例如：過度快樂而不停地笑或

過度激動而不停地哭，可讓他暫時離開課室, 到走廊上或休息室休息一下，

然後再回課室上課。若學生過度傷心，有可能傷害自己，應派同學或班長去

照顧他，或轉介學校社工處理。

3.1.13.讓學生發洩激動的情勢：有需要時，讓學生有機會發洩激動的情勢，例如：

整班學生覺得上一課的指責是冤枉的，一時覺得很氣憤，你可要給學生一點

時間安定一來，作出討論，讓他們把抑鬱感受說出來予以處理，然後才上

課。不過，在處理上應小心，避免惡劣的情勢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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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教學安排著手

以下介紹如何從教學安排著手，防止超越規範的行為。這些方法是維持學生的注意

力，以便他們樂於學習：

3.2.1. 訂定明確的學習目標：指明學生要學到的和要做到的，使他們清楚知道自己

努力的方向。當他們有良好的表現時便給予嘉許，以勉勵他們繼續努力。

3.2.2. 教學內容要適合學生的程度：如果學生能夠理解學習的內容，自然會提高學

習的興趣，上課時也會集中精神聽講，超越規範的行為便會減少。

3.2.3. 教學速度要切適合學生的實際進度：講授過慢或重複，會使學生感覺既囉嗦

又乏味，難以集中精神；講授過快，則會使學生不易吸收，難以提起興趣，

自然容易犯事。

3.2.4. 運用真實的生活經驗：教學時，多運用學生生活經驗中的實例和他們感興趣

的事物，可以幫助他們理解課文。

3.2.5. 採用不同的方法：幫助學生解答疑難時，教師可採用不同的方法，務求讓他

們明白，以維持他們的學習興趣。

3.2.6. 教學多樣化：教學多樣化可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例如：運用多樣化的教

學方法（如講解、討論、模擬遊戲等）、多樣化的教具（如圖畫、圖表、

標本、實物等）、多樣化的功課（如：抄筆記、繪圖、答問題、列表等）。

3.3.7. 教學程序分明：教學程序分明是可以使教學步驟能順利交替（smoo th

transition）。也就是說，先完成一個步驟，並作交代，然後才進入另一個步

驟。例如說：“還有兩分鐘你們完成繪畫中國的氣候圖後，我們就可以繼續

研究中國的物產。”教師要有預定的步驟，原則上他應照計劃進行，不宜完

全受外界突發事件所控制。

3.2.8. 把課堂趣味化, 或用有趣的作業來幫助學生集中注意力：

(i) 要求學生隨時回答問題，較順著座位次序叫他們回答為佳。

(ii) 當一個學生作答完畢，可隨意邀請另一個同學對該答案發表意見，這樣

可以鼓勵學生留心聽同學作答。

(iii) 讓學生知道教師會隨時考核他們，例如：給他們一個突擊的小測驗或問

答比賽。

(iv) 多運用新的教學方法，讓學生多參與討論問題。

(v) 留意學生專注力的長久性：學生專注力的長短因年齡和性格而異，外向

的和年紀較小的專注力一般較短。如果某些活動或課題內容不能維持學

生的專注力，得盡快轉換新的活動或新的課題。學生專注力下降是形成

犯規行為原因之一。

3.2.9. 留心聆聽學生作答：當某個學生回答問題時，教師要留心聽，同時也要注意

其他同學在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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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0.隨時留意學生的動態：學生做功課時，教師可以一邊巡視學生的進度，一邊

幫助他們解決疑難，或走近不守規則的學生身邊提醒他。

3.2.11.充份備課：教師在講課前應認真準備講課的內容，講課時才能應付自如，並

有剩餘的精力注意學生的表現。

總而言之，要防止學生超越規範的行為，教師應有敏銳的觀察力，清楚了解學生的動態，

隨機應變，因事制宜，但卻不執著學生的輕微錯誤，一味重罰。

學習活動

在預防學生出現違規行為上，我們可以從課室管理和教學安排兩方面著手；你個人認為那

一方面應先行或者不分先後，互相補足？

4. 處理學生超越規範行為的方法

以下是討論處理越軌行為的方法, 這包括一般的處理方法及特別的方法，如「以一警百」

的方法，利用團體壓力和氣氛來糾正學生的反叛行為等。

4.1 一般的處理方法

以下是直接處理犯規學生的辦法，從處理較輕的行為說起，以致較嚴重的犯規。

4.1.1. 若輕微違規行為（如：鄰座同學談話）的學生一向有良好的行為，這是初

犯，而行為無危險性，也不妨礙學習氣氛，其他同學又不會受感染，則可以

用不理睬的方法。若有需要，則向他提點，至於學生以屢犯來吸引注意，則

需要另行處理。

4.1.2. 若上述學生繼續犯規，教師可以用提示的方式（例如：凝視、打手勢、叫他

的名字、走近他的座位、向他提問等）來制止他。

4.1.3. 教師可用在教學過程中，令違規學生的注意力轉向，以停止其輕微的犯事行

為，如：向他提問，請他作答；或提示他還有多少時間要完成應做的練習

等。另外，可以幫助有疑難的學生解決他的問題，重新提他的學習興趣。

4.1.4. 幾經警告仍重犯的學生，則要依法處罰，並於事後和他分析犯規的不良後果。

4.1.5. 當學生違規行為較為嚴重，有危險性的，教師要及時制止，如：拉住發怒或

激動的學生，阻止他傷害自己或其他同學。

4.1.6. 若越規範行為影響到全體學生的安危，例如：集體打鬥、吸毒等，教師應盡

快通知校方加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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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一警百」的方法

若要在處理學生行為時收到「以一警百」的效果，教師可循以下的步驟去做，並注

意下列要點。

4.2.1. 當學生違規時，教師要清楚地指出學生的姓名和有關的行為，並指明較好的

行為守則，這樣便能有效地制止其他同學犯同樣的錯誤。例如：「小明，

立即停止騷擾同學，並完成你的習作，否則要罰你留堂。」

4.2.2. 教師採用某些方法前，應先考慮學生對那方法會有什麼反應。實驗證明，

如果違規的學生肯改過，這對其他同學會產生警惕的作用。這不但能有效地

處理犯規的學生，而且其他學生也會覺得教師管教有方和處事公正。

4.2.3. 違規學生的名聲越大，他對其他同學的影響力也越大。教師如有把握的話，

應先處理搗亂的首要份子，以儆效尤。

4.2.4. 教師在處理違規行為的學生時，應該對事不對人。例如：說「志強，你再不

安靜地做習作，會騷擾其他同學，而你也不能完成作業」比「我是不會容忍

學生喧嘩的」為佳。這可使學生明白到遵守規則是為大家著想，而非為了教

師，同時也知道教師並非針對他。

4.2.5. 教師在處理違規行為時，態度應該嚴肅堅決，切忌激動粗魯。這樣可使學生

覺得老師並非意氣用事。另外，教師處罰的標準要始終如一，以防止有些學

生存有倖免的心理。

4.3 運用團體壓力和氣氛的方法

除了上述兩類方法外，教師也可以運用團體壓力和氣氛的方法來糾正學生在課室裡

的反叛行為。適當的團體壓力和氣氛能引導同學有良好的表現。學校可設立獎勵制

度，經教師推薦，在周會和班上表揚品德良好的同學，向他們頒發獎品。這種「稱

讚法」可使同學感到備受重視，同時認識到他們有很多表現自己的機會，可滿足他

們自我表現的欲望。由於校方被學生視為「合法」的代表，因而獎勵給學生的滿足

感遠較他們從其他方面得到的滿足感大得多。學生在表現自己的時候，自然傾向於

選擇校方，而且連那些所謂「壞份子」也可能受影響而「改邪歸正」。

教師要了解班上學生的目標、需要和興趣；誰是學生領袖；班上學生是不是團結等。

他應該盡量讓學生知道：教師關懷他們，希望他們從學習中得到最大的收穫。教師

還應盡量發揮學生領袖的作用，使他帶領全班同學努力學習，積極向上。



353

單

元

三

IV. 結論

對於老師和學生來說，課室管理與教學均同樣重要, 因為兩者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課室管

理做得好，教師和學生都得益，因此，課室管理便成為學生輔導重點工作之一。但什麼是

最佳、最具效益的課室管理方式，恐怕沒有放諸四海皆準的說法。不同的學校，不同的老

師，不同年齡和背景的學生，就有著不同的處理方法。總而言之，課室是學習場地，應該

是管理有道，動靜佳宜的環境，令教與學俱能夠順利，和洽、有效和愉快的推行。

V. 要旨重溫

下列的問題可以幫助你掌握本課的要旨，如果你能回答所有問題，就表示你已熟悉本課的

內容，否則，我建議你重溫有關課文。

1. 什麼是課室管理？

2. 什麼是學生越軌犯規行為？

3. 學生違規的原因在哪裡？

4. 如何防止學生發生違規行為？

5. 如何有效地處理學生違規行為？

6. 課室管理與學生輔導工作有什麼關係？

處理的方法行為的目的和表現 教師的感受
爭取注意力，

以求滿足自我。

爭取權力、

與校方或老師對抗。

報復和反叛行為

表示無能、

自我放棄或放縱。

不耐煩和憤怒

被威脅、

地位不穩、

老師沒有尊嚴。

傷感、放棄。

無助、無奈、

不再理會。

在可能的範圍內，不理會違規學生的不良

行為。

不讓他有觀眾。

如有需要，把他和班上同學隔離。

安排他有機會用積極的方法來爭取注意

力，並留意他良好的行為。

讓他從兩個或多個合理的活動中選擇。

當他完成作業時，便獎勵他。

避免與他對抗。

當訂定教室規則時，讓他參與和發表意見。

暫停對他進行處分。

如不能與他溝通，則把他轉介給其他教師。

幫助他尋找處理憤怒的方法。

不要對他施加任何壓力。

暫停給他評分。

按學生能達到的程度來訂定要求。

多鼓勵他。

試讓他每天都有一點成功的經驗，例如：

為同學服務、替教師擦黑板或掛掛圖等。

下表扼要地列出學生產生不良或違規行為的基本原因、教師的感受和建議處理方法，以供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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