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室的管理 
 

教室的管理是今日每一位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必須面對的一項重要課題。在日常教學中，

教師們經常談論的主題常常是與教室管理有關。教師若能有效地進行教室管理，必然會熱愛

教學，反之，若無法有效處理教是問題，勢必為問題所擾，終至無心於教學。然而，在教室

管理中，最讓教師頭痛的問題莫過於教室秩序的問題，因為教室秩序會影響教師上課的情緒，

一旦教師背受影響，教學的品質就會變差，學生的學習興趣也會降低，因此，教師要懂得如

何維持教室秩序，才能使教學順利達到預期的效果。 

 

一、維持教室秩序的目的 

維持教室秩序是一種藝術，其目的在於教師能夠有效的管理教學情境，掌握學生的心理

動向，適時的指導學生的學習型為，並藉著靈活、流暢的教學流程，以和諧的互動方式，達

成整個學習的目標。一個秩序良好的教室，可以讓學生在溫馨而民主的情境中，自由的學習，

自由的成長，在快樂的環境中，獲得學業上的成就，陪養生活上的基本知能，陶冶真、善、

美的人生情操。 

 

二、影響教室秩序的因素 

（一）教師部份 

 

1. 教學內容 

在教學時，如果教師在事前未做好教學準備，未將要教的內容予以融會貫通而隨變就

上台教學，以至教學內容枯燥乏味，有些學生可能就會感到很無趣，認為教師所講所述都

盡是一些長篇大論而無半點內涵，而降低了學習的興趣，同時就會找點別的事情來做以打

發上課的時間，如說話、傳只調、看課外書籍等，因此就有可能會擾亂了教室秩序，也會

使教師的教學受到打擾，進而影響教學品質和其他同學的上課權利。因此，教師的教學內

容與教室秩序是息息相關。 

 

2. 教學方法 

教學時，教師最常使用教學方式大多是傳統的講述法，講述方式缺乏變化，久而久之，

學生可能會養成被動聽講、靜態、消極學習的習慣和態度，失去了元有學習的興趣及注意

利，因而會產生一些擾亂教室秩序的不良行為，如講話、東拉西扯、亂丟垃圾等，而影響

教師上課的情緒，降低了教學品質。因此，教師應採用適當的教學方法去吸引學生的學習

興趣，以維持教室秩序。 

 

3. 教師素養 

教學時，有些教師由於情緒控制的能力較弱，當學生出現不良行為影響其上課情緒

時，教師可能就會出現一些過度的不當反應，如體罰學生、說出涉及人身攻擊的斥責等，

不但可能會傷害了受罰學生的自尊心及身體，同也可能會影響了其他學生的學習興趣，甚

至到最後有些學生可能會排斥教師的教學，而作出擾亂教室秩序的行為如說話、不理會教

師的教學、蹺課等。另外，還有一些不當的教師素養，如抱持對學生過度否定的態度、過



於權威和專制、無法兼顧到全體學生、無視為學生的個別差異等行為。因此，教師的素養

對於教室秩序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 

 

（二）學生部份 

在會影響教室秩序的學生部份可將學生的類型大致分為下列五種： 

 

1. 無心向學型 

他覺得讀書沉悶，想出來做事，但九年強迫教育要他留在學校。例如，他想讀職業學

校，工業學院，但父母要他普通中學，期望他將來升大學，光宗耀祖。他上學唯一的樂趣

是與同輩好朋友共聚，玩玩球、與女同學搭訕。這類型的學生由於興趣不在此，因此，就

會在上課中嘻戲，而影響上課的秩序。 

 

2. 心智幼稚型 

他對被下課後留下來一點也不覺得自卑，不喜歡靜下來聆聽，最喜歡與老師摘校或有

玩皮學生鬧惡作劇。老師賣命地講書，他既看不見，也聽不到，但遠隔六個座位的同學有

異動時，他會突然高聲說：「老師某某某沒有專心上課！」這類學生不一定智力低。若由

教國小的老師，用「從遊戲中學習」的真正活動教學法教授他們，最有好處；但把他們放

在普通中學學習，卻很容易導致師生兩敗俱傷。因為這類型的學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而容易影響上課的秩序。 

 

3. 愚魯自閉型 

醫學發達令我們知道有很多所謂「問題學生」都是原生家庭/生理有缺陷的，例如：自

閉型、語言能力低、智商低等等。這些學生不能掌握老師所傳的的全佈訊息，被人欺負時

不敢還手、不敢投訴；但欺負弱者時卻不感羞恥、不知分寸。這類型的學生，由於老師並

沒有特殊教育的知識，因此在處理上，深怕傷了學生的自尊心，使學生失去自信心，最好

還是交由專業的輔導人員來加以輔導。 

 

4. 情緒困擾型 

這一類的學生由於父母離異，跟著父親；她父母也離異，跟著母親，經常害怕繼父對

她不利；她父母沒有離異，但貌合神離，對她只懂打罵，沒有半句好話。結果，他認為家

人不關心他，出去遊蕩，交了損友，經常與有黑社會背景的學生為伍，總是情緒不太穩定，

因此上課總是不能專心，心不在焉，注意力不能集中，上課愛作白日夢，影響到其他學生

的學習，也影響到上課的秩序。 

 

5. 魔鬼之子型 

這類型的學生可能是有黑社會背景的，也可能只是與黑道人物有某種聯繫，他曾經吃

大麻，但沒有上癮。他經常出入感化院，但未嘗入獄。他曾經有一段不短的日子，白天睡

覺；刀棍廝殺是他生活理慣常的事。他曾經玩過若干少女，也曾經被玩弄過。他曾經一個

晚上用上數千元，揮霍得個富翁。他覺得自己已經歷過世間上的一切；靜心聽講，勤力讀

書，依序漸進…簡直是開玩笑。父母一定要他回校，他便回來，盡情地玩。因此這類的學



生，由於心靜不定下來，所以上課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消磨時間的方法。而影響了上課的秩

序。 

 

三、維持教室秩序的方法 

1. 開學後立刻把教室規則訂好： 

學生們在開學後不久就知道，在教室裡哪些行為是不被容許的，而且老師在違規行為

發生後一定會馬上加以制止，則學生們在教室裡多半會產生舒適的感覺，而這樣的氣分可

以使他們很自然地把時間心思用於學習上。另外，如果在學期初，學生的行為受到規範，

則往後老師就不必把上課的時間，浪費在處理犯規的學生身上，而是把時間用在教學上。 

 

2. 和學生一起訂定教室規則的內容： 

讓學生們共同參與教室規則的訂定工作，學生們在他們的意見便成了教室規則的一部

分後，即會產生一種參與感，而且這些規則內容是用他們自己的話寫出來的，對他們而言，

也比較有意義，因此會比較願意遵守這些規定，而不去破壞它們。 

 

3. 讓學生熟悉教室規則的內容： 

老師在開學之初即隨時去注意學生的行為，並在發現問題時，立刻加以糾正。因此一

個星期下來他們差不多都知道哪些行為是不被允許的，而哪些是可以些受的。雖然老師在

開學會有精疲力盡之感，但辛苦是值得的，因為，過不了多久，學生們都能遵守教室的規

則，而老師也可因此輕鬆了。 

 

4. 老師以身作則： 

要把教室秩序維持好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學生們必須懂得彼此尊重，但老師若要

學生尊重別人，則自己一定須先尊重學生。當學生有侵犯別人的行為發生時，老師一定要

加以制止、規勸，但老師給學生的榜樣才是最重要的。 

 

5. 讓學生家長知道教室規則的內容： 

使用這個原則的方法是，老師將開學初所訂定的教室規則複印一份給班上每一位同學

的家長；這些規則裡通常也包含了學生犯規時的處罰辦法。使用這個原則的老師其用意各

有不同。有的老師如此做是為了避免家長的誤解，以及尋求家長的支持和合作。 

 

6. 在上課前做好教學準備： 

如果老師在上課前做好充分的教學準備，則上課時，學生的時間即可完全被安排在學

習上，因此紀律的問題就不容易發生。我們相信每當一個老師在課前準備上稍有疏忽，則

第二天上課時，其教室秩序必出問題。老師除了上課前做好教學準備外，還要讓學生熟悉

每日在學校的作息流程，使他們明確地知道，什麼時間該做什麼事。 

 

7. 處理學生違規行為時態度要堅定且前後一致： 

若老師對學生的要求是一回事，而執行來卻是另一回事，則學生會失去對老師的尊

敬，因此，老師的話即失去對學生的約束力。若對違紀者的處罰的有無前後不一致，則這



種現象一旦被學生發現，他們以後可能會心存僥倖，以為下次他們若犯了錯，也許可以逃

過應受的處分，所以在面對一些不該做的事時，他們會有不妨一試的心理，因此使教室的

秩序受到影響。 

 

8. 學生犯錯後以一對一的方式處理： 

當學生犯錯時，老師固然應加以糾正，但糾正的同時，應盡量避免傷害到被糾正學生

的自尊心，而其方法就是以一對一的方式處理。而在這個過程中最重的一點就是不要在大

庭廣眾之下訓誡犯規的學生。私下訓誡學生的好處是，讓被教訓者不至於在別人面前丟

臉，因此可使他願意改過而達到教訓的目的。 

 

9. 學生若犯了錯留到下課再處理： 

應用這個原則不但可以使教師們上課時不致中斷他們的教學活動，而且可使絕大多數

學生的學習活動不受干擾，因此上課的時間，並不會因少數不守規距的學生而有所浪費。

再者，此一原則的應用，也可使初犯錯者有一自新的機會。 

 

10.如果學生繼續犯錯則加重處罰： 

此一原則的做法是，當學生第一次犯規時，老師只是把該生的名字寫在黑板上，當作

對其象徵性的處罰。但若同一個學生在同一天又犯了一次規，老師就在第二次以後，給予

逐漸加重的實質性懲罰。實質性的懲罰通常是在下課或是放學才執行的。這是要在真正處

罰一個學生之前，老師給他一個改過的機會。 

 

11.學生表現好時即給予獎勵 

當學生在行為上或學業上表現不錯時，即給予適當的獎勵，其目的是鼓勵類似的表現

反覆出現。而獎勵的方式有許多種，其中包括：口頭的稱讚、象徵性的獎勵和實質的獎勵。

例如：可以在學生表現好時，即在一張圖表上打一星號。這個星號是對全班學生一種立即

的象徵性獎勵。若星號累積到一定數目時，就給他們實質性的獎勵：如請吃東西等等。這

種相爭性配合實質性的獎勵辦法，不但可激勵全班學生繼續做出好的表現，而且學生之間

還會因此互相約束自己的行為。 

 

四、結論 

學習動機的增強，需要有良好的班級經營，和親切、快樂的班級氣氛，能夠提供愛、責

任和關懷的培養環境，使學生在學習歷程中得到滿足，在人際關係中得到調適，進而專心的

投入學習過程。為了要維持教室裡的秩序以保障各位同學學習的權益，因此必須建立一套班

規。一個理想的班級常規應偏重如何啟發、鼓勵學生，使學生在無形中養成活潑而守法，有

情感而不越規，建立自立自覺的精神。故宜引導在先，讓學生養成合宜的行為，不致招致事

後的處罰。建立班級常規，供學生遵守，固然重要，而如何執行與維護更屬重要。因此，教

師和學生訂立契約、維持班級常規時，必須共同討論決定，商訂合乎教育意義及邏輯的清單、

項目，做適當且積極的規定，使得班級的秩序不會呈現緊張、騷亂的局面，影響學童學習的

情緒。至於在課程進行中，教學必須靈巧的以活動課程環環相扣來進行，所以在學習進行中

的教事管理，尤其需要有教學的技術和輔導的藝術來維持流暢的教學。使教室中能維持良好



的秩序，創造一個好的教學環境，讓教學能發揮到最大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