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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初中生汉语课堂管理策略探索 
郭春园 

（平顶山学院  河南  平顶山  467000） 

摘要：在美国公立学校教书，课堂管理是一个挑战，特别是 6-8 年级美国初中阶段的课堂管理。本文通过对美国初中生及课堂

的特点进行总结分析，探索应对初中生汉语课堂管理的策略与技巧，并通过两个具体的汉语课堂的案例进行分析，提出解决方案、

小贴士，为进入美国公立中小学进行汉语教学的中国教师提供参考，同时以思考题的形式，引导读者进行思考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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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与内容提要 
 在美国公立学校教书，课堂管理一直是一大难题，特别 6-8

年级初中学生的课堂管理。由于中国的学生大都自觉遵守纪律，尊

敬老师，有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学习自觉性，课堂上也很少出现严重

的纪律问题，因此中国的老师们几乎把课堂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在

教学上，而无需花费精力来管理课堂行为。来自中国的老师们习惯

了这样的课堂环境和教学方式，对美国学生和课堂的挑战性没有具

体的认知，也没有充足的准备。虽然新老师们在岗前培训时多次听

到过课堂管理的重要性，也读过一些有关文章，但往往还是准备不

足，真正上岗之后，都会遇到很多棘手的课堂管理问题。许多老师

在第一年，尤其是前三个月，基本上在挣扎中度过。特别是遇到学

生构成以非裔或者拉美裔等贫困社区学生为主的校区，如果课堂管

理上找不到方法，就会一直处于被动局面，感到万般无奈。  

要想解决初中学生课堂管理问题，快速适应美国初中课堂的教

学，就必须要尽早了解美国初中生与中学课堂的特点，调整自己对

教学管理的观念，从而找到适应新的课堂管理方法与技巧，形成适

合自己特点的课堂管理模式。 本文将会根据笔者在美三年的教学

反思与体会，探索美国初中学生及课堂的特点，阐述课堂管理的指

导原则、策略和相应的应对技巧及原因。通过比较第一年和第三年

在遇到类似课堂行为问题时不同的处理方法，分析成功或失败的原

因，供大家思考、学习与借鉴。 

二、初中生与课堂的特点 
要解决课堂管理问题，必须了解学生和课堂的特点，才能恰当

地应对不同学生制造的课堂管理问题。所以，作为老师，首先要问

自己，了解自己的学生吗？了解自己的每个班级和每个课堂吗？ 

（一） 美国初中学生的主要特点： 

1，自认成熟：自以为是的大孩子。进入青春期的初中生，觉

得自己“长大了”，希望被当作大人对待，获得和大人一样的认可

与尊重，要求自主和个人空间，要求被理解与倾听。同时也开始经

历生活情感的烦恼与来自同龄人、父母及生活环境的压力，开始有

独立的思想，有做领袖的愿望，喜欢挑战权威，认为这样很酷。不

想当老师的追随者，不想听老师的指令是普遍心理，这就要求老师

经过不断的训练才能培养他们听指令的习惯。 

2，非常善变：6-8 年级的学生，心智不成熟，情绪不稳定，不

能像成年人一样做出正确恰当的选择。他们容易冲动，任何一个小

小的矛盾火花都可以燃起一团熊熊大火。有的孩子头一天还在课堂

上捣乱，快把老师的肺都气炸了，第二天可能又安安静静的像个小

天使一样。老师需要理解他们正在经历人生中必经的一个阶段，这

个阶段充满了成长的烦恼，特别是那些来自低收入等复杂家庭文化

背景的学生。学生们在学校以外所尽力的事情，可能是老师们难以

想象的，多了解他们，给予更多一些关爱，才能走进他们的世界。 

（二）  美国初中课堂的主要特点： 

1，学生是课堂的主体，美国的教学理念是以学生为中心，提

倡在做中学 （Learning by Doing），所以课上学生要做的应该比老师

多。本土美国老师的课堂上，学生从进教室起，就会按老师的要求

逐项完成学习任务。课堂时间的理想划分是：老师教的部分占 20%，

学生做的部分占 80%。               

2，老师处于辅助角色，像教练或者导演一样。老师给学生安

排好学习任务，创造维护一个适合学习的环境，服务学生完成学习，

实现教学目标。      

三，应对初中学生和课堂的一些策略与技巧        
认识和了解了美国学生与课堂特点之后，在应对和解决课堂管

理问题，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技巧： 

1，根据学生的特点，将教学的主题与学生的生活联系起来，

设计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教学与学生实际生活相结合，更容易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满足学生急于用所学的语言表达自己表现自己

的愿望，而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可以吸引学生参与学习活动中去，

进而达到“做中学”、“玩中学”。这样可以预防及避免一部分课堂

管理问题的产生。（生动有趣的课堂活动详见 3-2-1 全员参与的教

学技巧） 

2， 与学生沟通、交流，倾听学生的故事，了解学生的烦恼，

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做可以为老师

在课堂上争取更多的同盟，避免误解与冲突，进而避免课堂管理问

题。初中生要大人的关注与尊重，在课堂上，他们需要老师的回应。

他们总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特别好奇老师的生活。老师们不妨在

课下花时间和学生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比如自己的家人、故乡、

个人爱好等等。另外，经常参与学生的课外活动，观看体育比赛，

并为他们加油呐喊，让学生感到老师关心他们。 

3，不吝惜表扬学生。恰当及时的表扬不仅能改变学生的形象，

还能提升全班的状态，巩固老师想要倡导的价值与精神。在课堂上

不断进行正向的引导与正能量强化，可以建立积极的课堂氛围与积

极的学习状态。贴纸、印章这样的小小的奖励也许有点幼稚，但是

可以让课堂气氛和学习积极性显著提高。也可以在教室的某个地方

留出一个“荣誉角”，写上那些认真听讲、努力学习的学生的名字，

定期给家长发表扬信或邮件或者给家长打“阳光”电话，通报来自

中文课的好消息。在学生取得进步时，一个碰拳、击掌、挑起大拇

指、甚至微笑都可以增添满满的正向气氛。 

4，邀请学生参与，给予学生自身教育中的权利感和发出自己

声音的机会。很多初中生有模仿老师的欲望，可以适当地给他们一

些参与领导的机会，比如在小组学习时指定小组长。老师下放一部

分权力，让学生们发挥课堂管理职能，起到“分而治之”的功效。

有些学生喜欢擦白板，有些学生喜欢帮老师整理教室、收发作业、

更新每天的日期、装饰教室或者走廊展示板。这些不同的角色，都

会让学生建立“主人翁”意识，使课堂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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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从一开始就制定课堂规则和程序。课堂规则要明晰可行，

每时每刻严格执行，言必行，行必果，并给予学生改进的机会（详

见 1-2-1-3 课堂规则与程序） 

建议：一，课堂规则严格实施，不应心慈手软而放过学生。只

靠批评教育、跟学生讲道理的方式，恐难解决课堂管理问题。二，

课堂程序不断操练，在日常课堂上，训练学生行为。不管哪个学生，

在任何时候，只要有违背课堂程序的行为，老师一定要及时纠正。

三，要有应对课堂管理问题的预案，每节课都有备用计划和材料，

例如事先打印好的练习等。在出现课堂管理问题的时候，可以让全

班学生安静地完成练习，老师好抽出时间处理违反课堂规则和程序

的学生。 

6， 向同事、学校及家长寻求支持和帮助。每个学校都有一套

完整的学生管理体系和程序，新老师一定要了解学校的具体程序与

要求，熟读学生手册。如果在短时间内难以完全理解和牢记学校的

规章制度，那么向同事和校方寻求支持和帮助就极其必要。因此，

建议新老师们多去观摩有经验的本土老师如何管理课堂、如何处理

学生纪律问题。新老师应对问题学生时语言上的不足，可以通过观

摩本土老师而慢慢地得到弥补。进而通过一次次处理问题学生的经

历，逐步培养自己的威信和气场。 

此外，学校的管理人员，如辅导员（counselor）、年级长、 副

校长等，也是课堂管理的体系之一。要学会及时向他们求助，处理

自己无法解决的课堂管理问题 。让学生知道，老师后面有坚实的

支持，而不是让他们觉得你孤立无助。借助学校管理人员的权威与

支持在美国学校也是很有效的。当然，事先要跟整个管理层沟通好，

让他们明白你什么情况下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因为在美国学校，你

不说出来，没有人会主动来介入（原因：教室是所属老师的地盘，

未请而介入会让学生觉得介入者不尊重，同时还有损这个教室老师

的权威）。在不断寻求帮助的过程中，了解学校处理学生课堂问题

的步骤与程序，然后熟练地应对，树立自己在教室里的权威。 

把家长拉入老师自己的阵营，全力解决问题学生在课堂上的各

种问题。沟通，是最有效的方式，写邮件或者打电话。不必担心语

言上的问题，可以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语言的不足，然后真实地表述

学生在课堂上的情况，包括优势和问题。可以让美国助教或者同事

帮忙纠正语言的问题。至于联系家长的时间，课后打电话的效果最

好，最好是当天联系，褒扬的情况可以根据老师的时间自行安排。 

四、小贴士  
有的老师为了“惩恶扬善”，会把表现好的学生和表现不好的

学生名字都写在白板上。我们建议大家还是尽量多用正面强化的方

式（Positive reinforcement）来加强纪律管理，这样有利于建立积极

的氛围。表现好的学生当然值得认可和赞扬，写他们的名字没有问

题；但是如果把表现不好的学生名字写在白板上，就会让学生当众

下不来台，因此很不恰当。特别是对于中学以上的学生，他们的自

我意识很强了，也非常在意其他同学对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名字在

白板上会让他们觉得“出丑”了，有伤他们的自尊心，有的会因此

而 “破罐破摔”，更加跟老师对立。语言学家 Stephen Krashen 的

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研究表明，当学生因为紧张、焦虑、反感等情绪

造成“情感过滤”（Affective Filter）的时候，学生的学习动机就会减

弱。因此这样的惩戒方式不值得提倡。 

五、思考与应用    
李老师的课堂上，Tom 和同桌 Jose 不停地讲话，李老师两次示

意他们安静之后，他们依然讲话，于是李老师决定把 Tom 调到教室

的另一边，Tom 拒绝调座位。如果你是李老师，你会怎么做？ 

参考答案：初中生课堂上讲话，特别是朋友坐在一起讲话的情

况，特别常见，若是在课堂上直接调座位，学生一般都会不情愿或

者抵触甚至拒绝，作为老师应该根据具体课堂和学生的特点，以不

影响正常课堂活动、避免师生发生冲突或使师生冲突升级为前提，

恰当把握与处理具体的问题： 

1，如果 Tom 和 Jose 讲话并没有影响老师上课和其他同学学习

等正常课堂教学活动，老师不必中断授课来当众处理；可以在其他

学生开始做活动的时候，单独和他们谈话，让他们选择是跟其他同

学做活动，好好听课，还是继续讲话，选择后者的话老师就要执行

后果(Consequence)，会给他们调座位； 

2，如果他们讲话已经影响正常的课堂教学活动，老师就需要

停下来，走到教室张贴班规和后果的地方，静静地看着他们，等他

们安静下来，然后指出班规和后果中的相关条款，提醒他们，继续

讲话就要调座位；也可以请他们来读相关的班规和后果中的条款； 

3，如果前面两条无效，Tom 和 Jose 继续讲话，老师决定给他

们调座位，最好给他们选择的空间，如他们两个自己选择谁调到指

定的位置或者让调座位的学生选择教室中另外两个座位中的一个，

或者把两个同时调座位，以示“公平”； 

4，在学生配合的情况下，问题很容易解决。但是如果遇到问

题学生，不管老师怎么做，都不配合，并且扰乱正常的课堂秩序，

就需要学校副校长、年级长或者其他管理纪律的老师协助，做好沟

通协调，及时将其带走，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切忌与其在课堂

争辩或者大声吼学生，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只要一开始和学生争执

或吼学生，老师的威严都荡然无存，也会破坏整体的师生关系。 

总之，对于学生违反课堂规则的行为，老师及时制止并采取措

施，并且说到做到：“I mean what I say；I say what I mean”，沉稳、

坚决而不放纵，同时也给学生选择的机会，并抓住机会对全体学生

进行训练；但是，课堂管理的目的都是为了快速有效地解决问题，

使教学活动顺利进行，而不是和学生争输赢，在许多时候，老师也

要灵活应对。老师还需要建立自己的气场和威严，并跟学生建立起

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就可以保持在课堂上的权威，也让学生心悦

诚服地听从老师的指令和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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