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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奖励和惩罚作为教育管理的主要手段，在日常教育教学中被教师们广泛应用。

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如果奖励和惩罚应用得当，可以提高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和

主动性，并且可以让学生在公平、友好的环境中安心学习。有效的教育奖惩,对

促进学生学习,形成良好班风,进而影响整个学校校风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在写

作过程中注意吸收现代教育奖惩的新理念,在问卷调查和访谈的问题设计中,试着

将这些新理念融入进来。本文运用问卷法、文献法等调查研究方法,对保德中学

高一年级的教育奖惩问题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发现,保德中学高一年级的教师存

在着对教育奖惩尤其是奖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育奖惩应用随意性较强、教育

奖惩的目的不明确、奖惩后没有再关注分析学生的心理状态等问题。调查中还发

现,教师应用教育奖惩存在着较大的个体差异性,各个教师的教育管理理念不同甚

至有矛盾的地方。经调查与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学校的校规没有得

到很好的执行、作为直接管理的年级组也没有具体的强制措施、科任教师责任心

不强导致几乎所有的管理任务都落在班主任的身上等。因此,笔者在调查研究的

基础上根据高中生身心发展特点,结合农村孩子成长环境的特点,还有国家对教育

奖惩的相关规定,从提高教师对教育奖惩意识的提高、校规的执行、班级教师之

间的沟通等方面提出一些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高中生；教育奖惩；现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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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reward and punishment is one of the main contents of
education management, and is a necessary means for teachers in teaching
practice management. In education management, if the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re properly applied, they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student's main position and efficiently play the student's initiative in
learning, thus promoting students to study in a fair and friendly
environment. Effective educational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students 'learning, form a good class style, and
then affect the school ethos. In the course of writing, this research pays
attention to the new ideas of modern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n the question desig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we try to
integrate these new ideas into the process.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method, literature method and so on, 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discovery on the educational reward and punishment of
Senior One in Baode Middle School. The teachers of Senior One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specially rewards,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s more arbitrary,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s not clear, and no attention is paid to analyzing students
'psychological state after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The investigation also
found that there are gre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eachers 'applied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and that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s of each teacher are different or even contradictory.
After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the reasons for above problems are that
the school regulations are not well implemented, there are no specific
enforcement measures in the grade, an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ead teacher and the other teachers is not timely. Therefore,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bined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children's growth environment, there are also the relev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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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aspects of
improving teachers 'awareness of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implementing school rules, and communicating among teachers in class.

Key words: High school student; Education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Status; Counterm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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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我们日常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们在管理学生的时候，常用到的手段就是奖励

和惩罚。虽然经常使用，但是要想做到恰到好处，才能让学生取得最大的进步，这

在平常的实践中，要想做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而不恰当的奖惩，只会让事情变

得更糟糕。所以说，在实际工作中，面对各种各样的学生，把握奖惩的尺度，对于

奖惩的效果来说至关重要。

从自身的受教育经历出发，加上工作以后的实际工作经验，让我觉得，长期奋

斗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也未必真正理解奖惩的重要性，尤其对于奖惩的方法和尺度的

把握上，未必能做到恰到好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凭借直觉的感受，我才觉得很有

必要深入到学校去了解实际情况，尤其有必要了解一下高一阶段教师关于奖惩的运

用情况，刚步入高中的孩子，刚刚开始一段新的学习历程，孩子们的习惯非常容易

受到教师奖惩评价的影响，如果奖励和惩罚的尺度把握不好的话，有可能会对学生

们的成长产生不好的影响。作为一名教育管理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我觉得自己有兴

趣也有责任做一点这方面的实践调查，希望可以为一线的高中教师提供一些改进的

方向和方法，这就是笔者选取这个题目作为论文研究的原因。

1.1.2 研究意义

从日常的教学中来看，奖励与惩罚使用十分频繁，但教师们在判断奖励还是惩

罚的时候，往往是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尤其是在把握奖励和惩罚的尺度上来说，

很多学校没有统一的奖惩制度，这让教师们很难把握好。学生们常会觉得教师奖惩

尺度完全靠心情，因此会觉得教师不公平。另一方面，大部分教师虽然在运用奖励

与惩罚的手段进行管理，但是对于奖励和惩罚背后的心理学原理并不清楚，所以会

导致奖惩不得法。尤其对于现在的县城中学来讲，生源差、教师队伍老龄化、学校

管理不及时不到位，导致恶性循环，让教师们感到奖惩效果不明显，奖惩理念很难

有连续性。通过笔者的调查研究，希望可以给这些教师们一些新的观点和建议。

1.2 文献综述

1.2.1国外学者有关奖惩的研究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奖励和惩罚作为教育管理的手段，经过几百年的积淀，

国外的学者在教育研究中留下了很多经典的理论。

赫尔巴特认为管理儿童主要是为了让儿童形成守秩序的习惯。他把儿童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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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总结为以下几点：

（1）监督。监督是不可缺少的方法，但是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注意运用得到，否

则极易产生坏的结果。在过大的监督压力下成长的孩子很难有主动地创新的精神和

果断的判断力，同时很容易造成不自信和多疑的性格弱点。

（2）命令和禁止。这要与威胁、监督配合运用。不管是命令还是禁止，都应该

尽量明确、具体，发出指令以后就不要犹豫，一定要让学生绝对服从。

（3）惩罚。不管如何强调和禁止，总会有人违反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

对违反规则的人进行惩罚。但是在惩罚的时候要注意对事不对人，公平惩罚才能达

到最好的管理效果。

（4）做功课或进行活动。他认为，最好的管理方式是加大作业量。此外，可以

引导孩子去做手工劳动，或者去野外活动，这样可以让儿童尽量少地去做无谓的事

情。

由此可见，赫尔巴特认为惩罚是很重要且必要的，同时也认为教师可以适当的

体罚，但尽量少的使用体罚。

洛克在他的著作《教育漫话》中还使用专门的篇幅重点描写了奖励和惩罚，洛

克认为奖励和惩罚不可以从教育的管理中缺位，但是他认为严厉的惩罚是没有必要

的，他主张用温存的语言，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孩子的习惯，绝对不可以严厉地训

斥孩子，以免伤害孩子幼小的心灵和脆弱的自尊心。他从教师的角度强调一定不能

使用体罚，即使轻度的体罚也应该避免。昆体良和洛克想法类似，他也认为体罚缺

乏对教育问题的针对性，如果学生学习有问题，需要改变的是学习方法
①
。

斯金纳提出的强化理论认为，教师必须依照学生的内在心理需求设立奖惩强化

物并设置强化规律，否则学生积极的态度就不可能出现，或者被削弱。斯金纳还通

过实验提出了“及时强化”的观点。及时强化就是指及时将学生的考试成绩让学生

知悉。按照斯金纳的理论：教师如果想要取得最佳的奖惩效果，就必须在学生行为

发生以后立即对其进行适当的奖励或者惩罚的刺激。在学生实施某种行为以后，他

会刻意关注教师的反应，有时候甚至教师表示一下“我注意到你的行为了”这种简

单的反应，也会对学生起到很好的强化作用；如果教师没有关注到学生的这种行为，

那么学生的这种行为重复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以致消失
②
。所以，教师必须将“及

① 于敏.高中班级管理中的奖惩现状与策略研究.苏州大学，2014，11-12

② 张玉茜.TG 钢铁公司专业技术人员激励机制研究.天津大学，2007，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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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奖惩”作为奖惩手段的时间标杆。

1.2.2国内学者有关奖惩的研究

在我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管理实例的记载。然而，虽然我国古代有不少管理

的记载和思想，但它们对当时我国的学校管理却少有影响。如我国古代最有名的《学

记》中，虽有关于学校管理的论述，但也仅仅是就学校而谈学校，并没有涉及到一

般的组织管理和管理原则问题。古代的学校教育，如东汉和西汉的太学，魏朝以及

晋朝的四门学，元明清的书院、国子学等，虽都有一定的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大

都属于“院规”“教规”之类，与一般的教育管理思想尚有距离。可见，我国古代

有关管理的记载和思想，并没有对当时的教育管理活动产生直接的影响。

奖励是一种能起到激励作用的手段，通过奖励可以激发人们的可以进取心和荣

誉感，奖励作为管理手段的一种，它能够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并且能够挖掘人们的

潜在能力。当然，它也是一种刺激手段，使人们得到一种积极的精神或者说力量。

在我们的教育学相关课本中，给奖励的定义是：对学生的好的表现给予正向的积极

的评价。其表现形式有三种：表扬、赞许和奖赏
①
。

惩罚，具有动词和名词词义，表示惩戒、责罚；处罚。惩罚是对犯错误的孩子

的一种否定性评价形式
②
。 惩罚是负强化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使惩罚的目标产生自

责、羞愧和内疚的情绪反应，从而改过自新，使作用对象变得更好。如澳大利亚就

有警戒室，教师把犯有错误的孩子带到那里，由专门的教师与学生交流，然后采取

一些处理方式。

关于国内针对高中阶段的班级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对高中班级管理中的自我管

理、情感教育的研究，而对高中班级管理中奖惩策略的研究较医乏，相关研究和间

接研究较丰富。

在我国近现代社会，奖惩手段的应用依然非常普遍，现代教育家李镇西认为“只

要有教育，就一定会有奖励和惩罚，缺乏了奖励或者惩罚的教育都是不完整的，但

是在惩罚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惩罚的尺度，如果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就容易对学生造

成不可逆转的伤害，惩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意识到并且改正自己的错误，如果伤

害到学生的自尊或者身心健康，那就得不偿失了。惩罚尤其是体罚，在使用的时候

一定要慎之又慎。总之，教育离不开惩罚；但不管怎样的教育惩罚，都不能是体罚。

现在的高中生以 00后为主，因为从小家庭富裕，且很多都是独生子女，所以这些孩

① 巩利群.中学教育中惩罚问题的研究.辽宁师范大学，2008， 6，15-16
②

于敏.高中班级管理中的奖惩现状与策略研究.苏州大学，2014，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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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自我、不懂感恩，承受挫折能力较差，如果盲目奖惩，可能会对孩子的成长造成

严重的不良影响。所以，笔者觉得做一些专门针对高中生奖惩的实践探索，意义非

常深远。

1.3 研究内容和方法

1.3.1研究内容

本研究将以保德中学高一年级的部分学生及其相应的教师为研究对象，展开为

期一个月的深入了解研究，归纳总结出现在保德中学高一年级常用的奖惩策略及方

法，跟踪奖惩效果。对已经成熟有效的奖惩策略，予以推广；对不太妥当的奖惩办

法，进行解剖分析，提出改进意见和措施，最终总结出对高一年级学生奖惩行之有

效的奖惩策略。

1.3.2 研究方法

（一）文献法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奖惩的研究进行详细梳理，整理出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笔者

的研究做了良好的铺垫。

（二）访谈法

在研究过程中，一方面准备访谈保德中学的高一年级的部分任课教师；另一方

面将访谈保德中学高一年级的一部分学生，主要着重了解孩子们受到教师奖励与惩

罚后的心理变化情况，为我的研究得出一些结论做好基础工作。

（三）问卷调查法

在研究进行的过程中，笔者分别设计了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以期获得相对确

定的一些信息。本次调查共发放教师问卷 85份，回收有效问卷 82份；发放学生问

卷 452份，回收有效问卷 440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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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高一年级班级管理中奖惩现状调查
2.1 调研设计与实施

（一）调研设计

本研究主要通过对保德中学高一年级的访谈和问卷总结城镇高中阶段教师奖惩

的现状和问题。为此，笔者到保德中学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其中，问卷包括学生

问卷和教师问卷（问卷见附录）。

（二）调研实施

2017 年 10 月中旬开始，笔者深入到自己的母校保德中学开展了一个多月的调

查研究工作。这所中学离县城有 5 公里左右，学校高一年级共有 13 个教学班级，

85 位教师。

保德中学高一年级共有 13个班级，学生 584 人。为更加详尽的了解保德中学

教师的教育奖惩策略的使用情况，我主要选择了该校高一年级的 374 班作为我的调

研班级。374班总共有学生 44人，其中男生 25 人，女生 19 人。在整个研究过程

中，我大部分时间都在高一 374班开展观察，主要的观察方式是让自己成为 374 班

的一名特殊的学生，和学生们一起作息，一起玩乐聊天。我还特意恳求保德中学负

责宿舍管理的领导让我和孩子们住在了一层楼上，方便在休息时间一起沟通和了解。

问卷调查分为两部分分别针对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为了统计方便，同时也为

了节约被访对象的时间，全部为选择题，尽量不占用孩子们过多的学习时间的情况

下完成了问卷调查。

访谈部分，主要通过和被访谈对象面对面聊天并用录音材料整理而成，了解教

师们生活中的教育故事，从故事中的奖励或者惩罚实例中提取我研究需要的信息，

以供分析使用。以下是调查问卷的结果统计：

2.2 教师奖惩策略运用情况调查

2.2.1教师奖惩观调查

问卷的第一部分，主要目的是为了调查保德中学高一年级 85位教师的“奖惩观”，

期望通过问卷能够了解到这些教师们的“内心的想法”，同时通过观察和访谈学生，

仔细斟酌奖惩管理中的细节。调查结果如下(表 2.1)。

表 2.1 关于“教师奖惩观”调查统计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6 73.2% 24.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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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4.4% 61% 14.6%
8 40.2% 59.8% 0.0%
9 86.6% 12.2% 1.2%
10 86.6% 1.2% 12.2%
第 6 题得出，73.2%的教师很重视奖惩策略，24.4%的教师不太重视，2.4%的教

师没有关注过奖惩的策略。也就是说 26.8%的教师不注重学生奖惩后的反应，容易错

过最佳的教育机会。

第 7题得出，24.4%的教师注重阅读教育奖惩专业书籍，而 75.6%的教师并没有

好的阅读学习习惯。

第 8题得出，对于多次犯错的孩子，40.2%的教师依旧认为奖励可以解决问题，

59.8%的教师认为应该通过惩罚可以改变他们。没有教师选择体罚，这起码可以说明，

所有教师都知道体罚是不被允许的，也许他们偶尔会使用体罚，但我相信一定是极

少数情况；从 40.2%教师认为奖励可以改变多次犯错的孩子的情况来看，保德中学的

教师还是很有爱心和耐心。

第 9 题得出，对于惩罚来说，86.6%的教师认为应该公平对待，与成绩好坏无

关;12.2%的教师觉得学习好的学生应该惩罚重一些，我觉得这部分教师大概是觉得

学习优秀的孩子有榜样作用，所以他们犯错应该承担更严重的后果吧。有一个教师

选择了学习差的处罚重一些，大概是有杀鸡儆猴的心理吧，偏爱学习成绩好一些的

学生，但还是希望他们吸取教训，所以会拿学习差一点的同学“开刀”。

第 10 题得出的结论和 9题类似，认为公平重要的那部分教师依旧选择了 A，所

以讲究公平的教师人数和上一题完全相同。同时有 12.2%的教师认为学习差的同学更

应该得到表扬，可能有一部分教师都像我一样觉得每个差生都有想变好的愿望，只

是基础太差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

通过平时刻意与教师们的交流，我感觉到教师们都知道奖惩很重要，很多教师

都在说：“现在班级里的孩子很多被家里宠爱的很厉害，所以经常表现出来的问题

就是不懂得感恩，不懂得体谅别人，不懂得谦让。所有有时候，这些教师认为惩罚

会比奖励效果明显，因为这些孩子从小受到的奖励太多，而很少被惩罚，尤其现在

学校的奖励手段较为单一，普通的奖状笔记本的奖励完全提不起孩子们的兴趣”，

从教师们无奈的语调中可以知道，他们也迫切地想要在奖惩方面得到专业的指导。

2.2.2教师奖惩比例和方式调查

问卷的第二部分，主要调查教师们奖惩的比例和方式。调查结果如下(表 2.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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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关于“教师奖惩比例和方式”的调查统计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11 0.0% 36.6% 63.4%

12 0.0% 4.9% 95.1%

13 2.4% 61% 36.6%

14 0.0% 90.2% 9.8%

15 15.9% 29.3% 54.8%

16 4.9% 75.6% 19.5%

第 11, 12题得出，过去的这一个学期，保德中学的教师们在班级管理的时候，

不管奖励还是惩罚都没有覆盖到全部学生，奖励和惩罚比起来，大部分教师还是奖

励用的多一些，36.6%的教师给大部分学生奖励过，却只有 4.9%的教师惩罚了大部

分学生。

第 13题得出，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学期，2.4%的教师们觉得自己奖励和惩罚的学

生次数大致相同，他们认为自己做到了奖惩平衡;61%的教师认为自己奖励多一些。

这组数据得出的结论与前面得出的结论一致，保德中学的教师偏爱运用奖励。

第 14题得出，90.2%的教师依旧看重老套的精神奖励，看来，保德中学的教师

们根据自己的经验觉得精神奖励很重要，可是简单的精神奖励是否能起到激励的作

用呢？9.8%的教师选择了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笔者希望这是一种有益的探

索吧。

第 15 题得出，不同的孩子做了相同的事情，只有 15.9%的教师能做到奖惩一

致;29.3%奖惩不一致;54.8%的教师很随意。这样看来，保德中学缺乏标准的明确的条

例管理学生。

第 16题得出的结论与 15题大致相同，教师管理随意性较强，需要保德中学的

相关科室尽快拿出一些具体的条例来指导教师们的管理。

通过 11题至 16题的调查我们可以发现，大部分教师更喜欢通过奖励的方式来

管理学生，90.2%的教师更注重精神上的奖励，由于学校缺乏统一的标准来让教师们

更好地参照执行，所以教师们在管理时大多靠自己的主观感觉，随意性较强。

2.2.3教师奖惩后续工作调查

通过问卷的第三部分，主要是想调查教师们在奖惩以后的后续工作做的如何。

调查结果如下(表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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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关于“教师奖惩后续工作”的调查统计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17 2.4% 45.1% 52.5%

18 1.2% 47.6% 51.2%

19 68.3% 24.4% 7.3%

20 26.8% 58.5% 14.7%

21 36.5% 48.8% 14.7%

第 17题得出，仅仅 2.4%的教师认为在自己实施奖惩后，每个被管理后都会进步

明显;45.1%的教师认为在实施奖惩后，大部分的孩子会有明显的进步;52.5%的教师认

为在自己奖惩以后，只有少部分孩子有明显的进步。

第 18题得出，大部分学生在一次奖惩以后很难保持下去，这也说明奖惩过后，

教师还有很多的工作需要跟进。

第 19题得出，如果学生没有任何进步，68.3%的教师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也有

24.4%的教师觉得是学生不懂事，不努力;7.3%的教师觉得现在的孩子缺乏感恩的心。

第 20题得出，学生被惩罚以后，还是没有进步，26.8%的教师觉得自己奖惩不

当;58.5%的教师觉得学生习惯很难在一次管理中改变;14.7%的教师觉得惩罚的力度

不够。

第 21题得出，管理学生以后，继续关注学生的教师有 36.5%;密切关注学生的教

师有 48.8%；还有一部分教师未对学生后续心理变化关注不够。

这些数据得出来的结果与教师们交流时得到的结果一致，教师们在管理时候奖

惩手段应用的很频繁，但是跟进工作做的并不充分。从上面的调查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两次的奖惩效果非常有限，学生的改变都需要教师持续不断地关注，尤其是心理

方面的问题，更需要密切关注。

2.3 学生对奖惩的反应情况调查

2.3.1学生奖惩观调查

本研究采用以下问卷，结果如下(表 2.4 )。

表 2.4 关于“学生奖惩观”调查统计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3 45.4% 47.7%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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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72.7% 4.5% 22.8%

5 50% 18.2% 31.8%

6 45.5% 50% 4.5%

7 9.1% 56.8% 34.1%

第 3题得出，支持教师惩罚的学生有 45.4%，47.4%觉得应该少用奖惩，6.9%的

学生觉得教师不管最好。

第 4题得出，期待教师奖励的孩子有 72.7%，不期待教师奖励的学生有 4.5%，

有 22.8%的学生无所谓。

第 5题得出，有一半的学生有逆反心理，教师在处理学生犯错问题上应该慎重。

第 6题、7题得出，很大一部分同学对奖惩的目的不明确，这会直接导致奖惩的

效果不佳。9.1%的学生甚至会觉得教师惩罚他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这是一个危

险的信号，教师们应该尤其注意。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很少有孩子喜欢惩罚，72.7%的孩子期待得到教师

的奖励，这一结果与教师们的预期吻合，但是惩罚之后会有部分学生认为教师有私

心，不公平，甚至认为教师惩罚他是为了发泄内心的不满，这让教师们相当意外，

这也进一步印证了教师们在奖惩以后的跟进工作没有做好。

2.3.2学生对奖惩的评价调查

通过问卷的这一部分，重点分析调查学生们对教师奖惩的评价反馈，结果如下

(表 2.5 )。

表 2.5 关于对“学生对奖惩的评价”的调查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8 50% 18.2% 31.8%

9 11.4% 54.5% 34.1%

10 31.8% 27.3% 40.9%

11 50% 9.1% 40.9%

12 95.5% 3.5% 0%

第 8题得出，有一半学生觉得教师的奖惩是公平的，另一半学生对教师的公平

性持怀疑态度。

第 9题得出，觉得教师奖惩经常出错的学生有 11.4%;觉得教师偶尔出错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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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4.5%；“乖乖的”信服教师奖惩的学生仅有 34.1%; 这组数据起码可以说明，教

师和学生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

第 10题得出，只有 31.8%的学生认为教师的奖惩奖惩很有艺术，这从另一个角

度说明教师在奖惩时没有精心准备，深思熟虑。

第 11题得出，认为教师们的奖惩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学生只要一半，这个结果

有些出乎教师们的意料，和教师们预料的结果差别较大。

第 12题得出，除了个别教师可能偶尔冲动之外，保德中学的教师们能够遵守不

得体罚的规定。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可以看出，教师在奖惩学生时候的沟通不够，还没有得到孩

子们的完全理解，只有学生认识到教师的良苦用心，奖惩才能更有效果。保德中学

的教师们需要重视这个问题，同时这里也印证了我前面的想法，保德中学需要出台

一些具体的奖惩策略，以尽量约束教师们的管理行为，给学生更多的“公平”的感

觉，让学生在公平的环境中快乐成长。

2.3.3学生对奖惩的反应情况调查

通过这部分问卷，旨在调查学生们对教师的奖惩行为的反应，数据收集统计如

下(表 2.6 )。

表 2.6 “学生对奖励和惩罚的反应情况”数据统计

题号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13 18.2% 27.3% 54.5%

14 9.1% 81.8% 9.1%

15 50% 27.3% 22.7%

16 18.2% 79.5% 2.3%

17 52.3% 34.1% 13.6%

第 13 题得出，大部分学生受到惩罚后心理波动较大，尤其有一部分学生（约

18.2%表现为气愤）有逆反心理，教师应该特别重视后续的心理辅导。

第 14题得出，有 90.9%的学生不希望在公共场合尤其是教室接受惩罚，希望教

师们惩罚学生的时候能够注意到这一点，现在的孩子们没有经历过什么挫折，内心

的承受能力较弱，教师们惩罚学生的时候，要关注到孩子们的心理变化。

第 15题得出，有一半的学生并不觉得被教师奖励是一件很值得开心的事情，甚

至有 22.7%的同学担心不合群，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这些班级的班风不够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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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题得出，和惩罚相反，大部分学生（81.8%）希望在公共场合尤其是在教

室接受奖励，这说明这些孩子努力了进步了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注与肯定。

第 17题得出，在一次奖惩以后，只有一半多一点（52.3%）的同学认为自己可

以坚持按照教师的意愿做下去，这说明奖惩以后需要跟进，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

通过以上调查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们（81.8%）喜欢教师在公共场合奖励

他们，但是希望在私下接受惩罚，这给了我们教师们一个启示，在平时的奖惩中应

该尽量注意。还有小部分（22.7%）的同学担心在教师奖励以后不合群，这个问题需

要教师们格外关注，平时多引导，让孩子们的思想积极向上，让努力得到教师奖赏

成为一种风尚。

2.4 典型案例访谈

1、访谈 1：魏凤莲教师（语文教师）

刘舒宇一直是班中的佼佼者，教师和同学都以班里有他的存在为荣。记得有一

次学校组织“美丽的保德中学”征文竞赛，那天正好刘舒宇有事请假回家了，魏教

师就指派了班里另一名“作文高手”吴家悬去应战，最后吴家悬没有辜负魏教师的

期望，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刘舒宇知道后，笑着对其他同学说：“有什么了不

起，如果我不生病的话，肯定能得第一。”魏教师听说以后，把刘舒宇叫过去，和

他谈起了一个古老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个青年在一位木匠师傅家里学手艺，

这个孩子脑子很聪明，所以手艺进步很快，过了一小段时间，这个青年就会做很多

简单的家具了。于是他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师傅了，不需要再学习了，于是就离开

师傅回家了。回到村里以后，他发现村里的几个木匠手艺非凡，做工非常精细，做

出来的家具不仅看上去很漂亮，用着也很耐用，比自己做的那些作品好多了。他顿

时觉得自己太自大了……正要再讲下去，魏教师就已经看到刘舒宇羞愧地低下了头，

他低声说：“魏教师，我错了，我的骄傲伤害了别人，我们是一个集体，我以后会

注意这些问题，请教师放心。”看到刘舒宇意识到自己犯了错了，心里长叹了一口

气，趁热打铁说道：“教师知道你很出色，又比班里的大多数学生努力上进，在学

习方面来说，你比班里的很多同学优秀，可是人是一个立体的人，可以评价的角度

有很多，如果你能仔细观察，几乎每个同学都有比你优秀的地方，你需要放下你的

傲气，收起你的锋芒，和同学融洽相处，互相帮助。”刘舒宇豁然开朗。

对待优等生，教师们更需要培养其正确的竞争意识，帮助这些学生让其不能产

生嫉妒心理，因为优等生的竞争意识较强，经常有很强的超越身边同学的进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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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控制不好很有可能会演化成嫉妒心理。因此，教师也需要对嫉妒心理有一个正

确的认识，首先学生的嫉妒心理来源于上进心，但是它的危害很大，很不利于班内

团结气氛的建立。因此，班主任教师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对有这种心理的学生勤

加劝说，让学生自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自己分析自己，解剖自己的心理，写出心

理说明书，帮助他走出错误的心理范畴，早日找到积极向上的自己，树立正确的心

理竞争意识，努力取得进步。

2、访谈对象 2：赵元元教师（生物教师）

还记得是在带上一届的时候，带到高二上学期刚开学的一段时间，莫名地感觉

班里学习气氛很有问题，很多以前还算积极的学生，忽然变得喜欢走神，尤其是中

间最后几排的学生。虽然看着安安静静的在学习，但是老是感觉他们心不在焉。专

门提问他们，感觉他们完全不知道我在讲些什么，问他在想些什么，他们又吞吞吐

吐，慌慌张张地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甚至有几个平常很喜欢表现自己的同学也变得

不喜欢发言，看到我期待他们发言的眼神，总是慌乱地躲开。于是我讲课的同时也

在观察他们在下面的动静，通过我的留心观察，终于让我觉察出一些异常，他们总

是在我讲的高兴的时候，偷偷地写着什么，我猜他们一定有什么不可让我知道的秘

密。于是我假装不经意的走下讲台，趁小魏不注意，迅速走到他的身边，拿起他正

在奋笔疾书的本子，本子已经有点破烂了，看上去使用了有一段时间了，不看不要

紧，一看吓一跳。这是一个他们自己创造的“聊天专用本”。

拿着这个本子我粗略地看了一下内容，让我很是惊讶，我自认为自己的课堂秩

序井然，所有同学都在认真听讲，没想到，参与聊天的同学这么多，聊天格式完全

套用了网上聊天室的样子，每个同学都起了一个很潮的网名，聊天内容也让我惊诧

不已，从化妆打扮到吃喝拉撒，凡所应有，无所不有。看着上面标注的聊天时间，

有上课时候的，有上自习时候的，怪不得最近自习也很安静，但是学习退步这么厉

害，我终于找到了病症所在。聊天人数从开始的两三人，已经发展到现在的十几人

了。如果任由这件事发展下去，后果不堪设想。“这次决不能轻易放过他们。”心

里暗自思量着，脸色自然暗了下来，忽然觉得教室里静悄悄的，抬起头看才发现，

那些自知犯了大错的学生吓得大气不敢出，几十双眼睛惊恐地安静地看着我，都在

等待我的处理决定。

一瞬间，许多念头一闪而过：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把自己平常使用

的惩罚方法在脑中过了一遍，似乎都不妥。没想好前还是以退为攻比较好。于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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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描淡写地只说了一句：“你们的创意还不错嘛，聊天本暂时放在我这儿，让我也

学学。”因为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什么样的惩处，他们的心里更加忐忑不安。整个下

午。小雯和她周围的一小群“死党”都乖极了。

下课后，坐在办公室，看着眼前的聊天本，思量着如何处理这件事情。一味地

宽容就是纵容，不行；只讲道理又太乏味，也不行；声色俱厉地大骂他们一顿，或

者叫家长到校，好好收拾他们一下，可是这样又容易加深师生之间的矛盾，也不妥

当！思前想后也拿不定主意，忽然想起这些孩子们普遍生物成绩较差，于是，一个

主意涌上心头。主意已定，我就等着放学了。

下午活动时间，参与聊天的这几个孩子都找我认错来了。我先让他们讲他们错

在哪里，每个人都讲的头头是道，并且一再保证，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等他们做

完自我检讨，我问他们，你们打算接受什么样的惩罚？小家伙们面面相觑，不知道

我打算怎么处罚他们。犹豫了一会，胆子较大的刘颖瑞说：“教师，值日一周？可

以吗？”我笑着看着她摇摇头，果断地说：“不行，太轻了！”他们一听，知道我

不会轻饶他们，一个个低下头，不再说什么了！安静了一会以后，我严肃地说：“你

们严重影响了咱们班的班风建设，因此，我罚你们每个人写一份 500 字以上的检讨

书，在明天晚上的班会上做检讨，同时，你们每个人轮流总结每节课学过的知识点，

写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并且每天下午活动时间负责检查班里其他同学知识点的掌

握情况，每天把同学们的知识点检查情况汇总给我，我在上课前五分钟负责抽查，

如果你们袒护其他同学，你们将会受到更严重的处罚！你们的这项处罚直至下次月

考结束后”，一听我说的话，小家伙们都犯了愁，检讨对于他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家

常便饭了，但是总结知识点和检查其他同学记忆情况对于他们是大问题，那意味着

他们月考以前下午活动时间都牺牲掉了，并且还得花大力气去总结知识点。但是他

们看着我严肃地脸，只得接受了我的惩罚。

从那天以后，上课以后，他们的积极性提高了很多，听课非常认真，这也带动

了班里其他同学的学习热情，每节课都变得气氛非常热烈，课后检查，他们由于都

是“戴罪立功”，所以丝毫不敢怠慢，每位同学看到他们这么努力，也都有了压力。

当然我每节课都花 5分钟，每组抽查一位同学。时间过的很快，转眼就是月考，孩

子们的生物成绩进步很大，50名同学，43名的生物全校排名都进步了。班均分比同

类班级高了将近 10分，要知道，之前这个班的班均分一直都是中等啊，一般都比第

一名的班级低 5分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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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高一年级班级管理中奖惩应用中的问题及原因

3.1 保德中学高一年级奖惩成功经验

分析问卷数据，可以总结出保德中学高一年级奖惩管理中成功经验有：

1、教师重视奖惩策略

保德中学教师总体上有老龄化的迹象，但是教师们奖惩的使用频率还是比较高，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保德中学教师的教学热情还是比较高。85.4%的教师还会主动去阅

读一些奖惩方面的书籍，这些方面都可以说明保德中学的教师愿意为了做好管理而

付出努力。

2、奖惩的目的人本化

通过前面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奖励还是惩罚，保德中学的教师都是

从学生的利益出发，为了学生的发展费尽心机。

3、奖惩力求公平

根据前面的调查，对于不同的学生，保德中学的教师们在奖励和惩罚的时候，

绝大部分教师可以做到或者努力做到公平。在访谈中发现，教师们普遍认为公平的

奖惩才能给孩子们一个积极向上的竞争环境，只有教师在孩子们心中有了微信，孩

子们才能对教师的管理心悦诚服。“规则面前人人平等”，在使用奖惩策略时，必

须做到公平对待每一个孩子，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每一个孩子的信任和支持。孩子

们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只信任那些能够公平对待他们的教师。尤其在管理纪律时，

教师一定要做到对事不对人，只有这样，规矩才能更有威慑力，每个孩子都能在一

个快乐的氛围中成长。

奖惩的公正性至关重要，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激励机制，让孩子们有一种信

赖感和归属感，觉得教师对每个人的奖惩都是合情合理的、公正的，学生们才会心

甘情愿地接受。

大家老是觉得法理不能大于人情，从理论上讲，似乎能讲通。但是如果应用于

教育实践中，管理制度让位于人情，班级管理将会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4、以奖励为主，不忽视惩罚

奖励是一种欣赏，也是一种期望，教师的职责之一，就是尽可能地运用奖励的

武器，帮助学生维持良好的情绪体验，树立再创佳绩的信念。

奖励和惩罚有时候是相对的，该奖励时候不奖励就相当于惩罚，而该惩罚时不

惩罚就相当于奖励。教师们既要看到显性的奖励和惩罚，又应该看到隐性的奖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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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罚。教师们只有正确理清自己的奖惩观，才能真正地激励学生。甚至有时候，学

生的失败也需要奖励。奖励失败，正是为奖励成功做准备。奖励失败，其实就是让

学生们能学会胜不骄败不馁，不要在乎一时的成败，要有挑战精神，以使其从失败

中寻找成功的因素，把失败真正作为成功之母，从而获得成功
①
。

5、关注奖惩的后续工作

根据问卷得出，奖惩学生以后，48.8%的教师会密切关注学生的行为。这表明，

大部分教师非常关注奖惩以后学生的行为变化。管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关注奖惩以

后孩子的情绪及行为变化，及时纠正，才可以巩固管理的成果。

3.2 保德中学高一年级奖惩中存在的问题

1、教师奖惩理念有差异

在访谈中，和教师们谈到奖惩的问题，可以感觉出教师们的奖惩观不同，因此，

会导致奖惩的力度不同，甚至有些事情的处理上，奖惩的观念有矛盾。比如，有个

教师谈到一个问题：上课的时候，有些同学桌面上的书垒的很高，学生在书堆后面

低着头，看小说或者发呆睡觉，教师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教师对学生们的要求

是：每个孩子桌面上的书不得高于十厘米；而另一位教师却不这么认为，他觉得孩

子们应该把书放在手边，所以他要求学生们把书必须全部放在桌子上，文具之类的

可以放抽屉。不同教师不同的认知，却给学生带来很大的烦恼。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小例子，笔者认为，解决这些教师奖惩观念的不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2、奖惩针对的对象太过固定

很多教师重视学生的学习成绩，所以在奖惩的时候，学习成绩显得更重要，一

般奖励的都是三好学生，名义上是三好，实际上依旧是成绩为主。成绩好的同学不

断地受到奖励，成绩差的同学惩罚的更多一些。教师们态度上很想做到公平，可是

在实际的操作中却很难真正做到。教师们制定的奖惩规则表面上看上去奖惩公平，

但实际上还是以成绩为主。比如一个英语教师说，他最常使用的奖惩规则是：英语

单词听写时候对了 80%以上的学生免于处罚，60%~80%的口头警告，60%处罚。看

似公平的规则，实际上还是英语好的同学一般都免于处罚，英语差的同学几乎每次

都会受罚。

3、奖惩的方式比较单一

在和保德中学的教师交流的时候，发现教师们奖励一般主要以精神奖励为主，

①
丁余微 .A大学 B学院科研管理现状及对策研究.吉林大学.2013，34-3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IAfOhbMWzyeX0twuMenMLR_CvR_LocajGQJ_q-bXykzxVnZAVpf_xMkurybzHpT5TJY-QZ9OPTpWj7xFaq9YkouaP2NsHex5gjhspHCmtjm9Kz7nGxp46pAU10gVQZcvHTSyT7_MjAUs8XSKGBSN3p0c7uzg7iDcqWCNqiejfmwmBt49aql1cdOScZ_9xsd3EcqkTUnEPiVMATSExoUv6esaITJfx2WgLDdYvdWwT_aPBL4mEvcT_KH7hS5okCuaDBnLzNE0DRpqsuQhS7rJm3KK8iNpRAGUKfhDqSBDNBBDa3tMnwT3PDsAYyHRQOLP&wd=&eqid=9e4a94fc00029456000000025ba7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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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去年新校长上任以来，鼓励教师们奖励学生，专门购置了一批奖品，本子，笔

之类的小玩意，但在具体领取上，程序上有点麻烦，所以大家依旧喜欢口头奖励。

还有个问题，有时候口头定了规则，说完成以后奖励，但是事后容易忘记，所以会

对学生们的积极性有所影响。惩罚措施更显单调，现在规定不允许体罚，也不允许

变相体罚，所以很多教师说起体罚手段来，都很小心，他们说一般情况就是罚值日，

罚站比较多，相比起来，口头批评占有最主要的地位。

4、奖惩以后的工作还不仔细

在前面的调查中发现，保德中学的教师比较重视奖惩的以后孩子们精神状态，

也很重视孩子们行为上的变化，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教师们似乎做的比较少。在

和学生们的沟通中发现，学生们对于教师的奖励目的并不明确。被惩罚以后的孩子，

有一部分甚至认为教师在拿他出气，有接近一半的孩子并不理解教师的惩罚是为他

的未来着想。在他们的谈论中，会有关于“好”教师，“坏”教师的讨论，因此可

以得出，在奖惩的过程中，教师和学生缺乏沟通。

3.3 影响教师奖惩策略运用的原因分析

通过和保德中学师生的接触，影响奖惩策略运用的因素可以总结为：环境因素

和主体因素。

3.3.1 环境因素

有关奖惩法规的缺失

1、教育法规宣传不广、普及不透

笔者在访谈教师的时候发现，对于教育法规定的内容，教师们都有所耳闻，但

是只限知道皮毛，对于详细的教师权利义务等内容一无所知。同时笔者也问过很多

学生，他们对于权利的意识淡薄，对于教育法相关的条文更是全然不知。因此，笔

者觉得，有必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让班级管理在教育法规的框架中，更好地发挥

作用。

2、校规校纪陈旧，难以实施

从学生那里了解到，他们每个人进入高中报到以后，便开始军训，在军训期间，

学校会发给每位同学一本《保德中学校规读本》，并组织让学生自学，保德中学实

行基本奖惩办法是品德积分，奖扣分制度在行为规范这个册子中涉及到一部分，但

是不够详细，在日常的奖惩中，基本是教师参照执行。更多的时候，还是教师们根

据自己主观判断来决定怎样扣分，扣多少分有时候完全“随缘”。所以《保德中学

校规读本》实际上可执行部分很少，很难具体实行，急需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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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价标准单一

现行教育体制主要重视成绩，成为教育改革的绊脚石。所以教师们不得不戴上

镣铐跳舞，在教学成绩的压力下强调减负，强调快乐学习，很多时候让教师们陷入

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所有人都知道成绩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要响应国家课改的号

召。恶俗媒体刻意聚焦一些教育事故，让很多教师害怕把握不好奖惩尺度而选择明

哲保身，不作为的风气有一定程度的蔓延。

3.3.2 主体因素

一、影响教师实施奖惩的因素

1、责任心

通过访谈得知，教师的责任心与奖惩的使用频率成正相关，教师责任心的强弱

几乎可以确定奖惩频率的高低。在调查中还发现，随着教师年龄的增长，奖惩的频

率成下降趋势。在保德中学的校园中笔者发现有些教师处理不是自己班级的学生，

但是对别班同学违纪视而不见的教师也是有的。从责任心的角度来说，刚参加工作

的年轻教师虽然存在教学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责任心很强，也许，这也是校领导

们极力想引进年轻教师的原因之一吧。

2、管理水平

首先从心理上来说，一部分教师由于见过很多家长蛮不讲理，所以导致教师们

职业倦怠感加强，所以在交谈中，很多教师表现出不愿意管理学生的情绪，但是在

教学实践中，笔者还是发现很多教师都是言行不一致，由于责任心的原因，很多教

师并没有表现出“不管”的状态，但是笔者担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加深他们的职业

倦怠。笔者曾亲自碰到一例家长和教师起冲突的事件，那是一个周五，班主任刘教

师在上课的时候，发现一个孩子在课堂上玩手机，于是电话通知学生家长到校共同

教育管理学生，可是家长说家里需要收割庄稼，时间紧，实在走不开，让教师随便

处理，周末让孩子把手机带回家，他们一定好好教育孩子，并保管手机。在下一个

周二刘教师在晚自习的时候再一次发现该生在教室玩手机，刘教师再次通知家长的

时候，埋怨家长不认真管理，没想到家长竟然骂起了刘教师，说教育本来就是教师

的责任，如果家长会管理的话，要教师做什么！事后刘教师情绪低落，表示以后还

是少管为好。听教师们说这样的事情不在少数，留在县城上学的学生家长有一部分

不太重视学生的成绩，很难沟通。笔者听了有些难过，社会导致的教育难题，到底

该怎么破解？

其次，教师们的专业素养参差不齐，从内心来讲，绝大多说的教师很想做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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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管理，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很难做到真正的公平，这导致学生的逆反心理强

烈，这样一部分教师感到很烦恼。笔者认为，现在提倡终身学习，所以这部分教师

可以通过培训或者自学为自己“充电”，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

二、影响学生接受奖惩的因素

1、学生自身特点

高中生已经懂事，按道理来说，他们应该能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理

解教师们管理时候的良苦用心。但是每个人的吃苦精神不同，对待学习的态度还是

有一定的差异，加上一部分同学厌学情绪严重，所以在教师惩罚他们的时候，有些

同学还是会出现逆反的情绪。因此，教师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以此来得

到最好的管理效果。

2、师生关系、同伴关系

良好的师生关系是管理的前提，“信任”在奖惩尤其是惩罚的接受时候尤其重

要，每个学生口中都有几个“好”教师，也几乎毫无例外的有几个“坏”教师，对

于相同的惩罚措施，“坏”教师的惩罚学生们更难接受。同时，同伴对教师的评价

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学生们对教师的理解程度，所以教师们在日常管理中要注意

恩威并重，只知道严格的教师管理的效果很难达到理想。

3、家庭教育

正如上面所举的那个例子，“有时候，教育难的不是管理学生，而是管理家长”，

家长有时候一句负能量的话，可能会让教师一周的努力付之东流。学生进入学校就

同时受学校、社会、家庭的影响，这三种教育力量如果方向一致，就会使教育力量

大大加强，否则，就会相互冲突，影响教育效果。虽然教师和家长的心理期望相似，

教育目的相同，但是由于教育观念，成长环境的不同，对待同一件事情的处理意见

就会有差异。所以，教师和家长需要多沟通协调，尽可能形成使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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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改进奖惩行为的策略

4.1 完善考核与奖惩制度

“好制度”的制定和实行是学校管理成功的基石，所以要想提高奖惩效率，就

必须从制度出发。

4.1.1 完善教师考核机制，关注班级过程管理

保德中学现在已经有了很多管理制度，比如：教研室制订的一系列管理任课教

师的教研制度，教案的检查，听评课制度等等；教务处出台的关于跑操、卫生、纪

律等一系列评比制度等等；但是，针对班级管理中的“奖惩”部分涉及的很少，且

内容陈旧，可操作性很低。

考核只注重结果不关注过程，就会使教师急功近利，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只

抓学习成绩。所以笔者认为应该将过程的考核纳入考核机制，一定程度上冲淡成绩

的重要性。考核规则应该侧重以下几点：

1、增加对德育的评价。学校德育工作评价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最主要的是四个

方面：一是学校德育课程质量评价，二是对学校德育活动评价，三是德育管理工作

质量评价，四是德育工作者素质评价。学校的管理者在制定本校的德育评价指标时，

需要充分考虑本校的具体情况，在结合国内的先进经验和先进的教育理论，从而制

定出科学又实用的管理评价规则。

2、重视对美育的评价。美育实施的主要阵地是艺术教育，而其他学科课程也是

实施美育的重要途径。学校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迎国庆演讲、贺新年辩论、绘画、

唱歌、跳舞、板报等，将获奖名次积分化，成为班级考核的指标。

3、强调学生进步幅度，将这一部分列为班主任考核的重要部分。在保德中学现

行的教师考核制度中，有一项是优生进步人数，每次月考或者期中期末考试以后，

年级上都会对进步人数进行排名评比，给进步大的教师适当的奖励。同时，笔者可

以看到，在校园中醒目的位置，有月考进步榜，以此来激励那些基础不太好，但是

积极努力的孩子们。

4.1.2 建立民主监督制度，科学奖惩

最好的制度是所有人能参与的制度，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在

制度的建立上，应该广开言路，让教师和学生都参与进来，制订一些与学校是实际

情况相吻合的奖惩制度。这样的制度教师们执行起来可以得心应手，学生们接受起

来也可以心悦诚服。

同时可以每两个月或者每个学期举行校园文化节，让学生和教师提意见，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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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一次奖惩制度，学校开大会宣布新规则，让每个人都做学校的主人。发展变化

的制度可以让奖惩变得细化，可操作性也变得更强，更有利于教师的管理和学生的

发展。长时间坚持下来，一定可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

4.2 提升教师管理水平

4.2.1 树立正确的奖惩观

从前面的调查可以得出，大部分教师都试图营造一个公平的奖惩环境，但实际

制订奖惩规则中却很容易偏向于成绩好的学生，甚至有一部分教师完全没有成文的

奖惩规则，奖惩随意性较强。奖惩的目的是为了管理，管理的目的是想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因此，教师们应该树立正确的奖惩观，应该做好以下几方面：

1、目的要明确。奖惩目的明确，让学生明白这次的奖惩究竟是为了什么，教师

希望你下次做到什么。

2、认真学习教育法。依法管理，依法奖惩，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更有利于工

作的开展。

3、学习先进经验。教师们应该通过培训，互相听课，外出培训等多种途径学习

别人的先进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反思，从而提升自身的管理水平。

4、相对公平、因材施教。我们应该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了制度，尽量做

到公平。但是，法理不外乎人情，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要死板地只会按制度做

事情，被冰冷的制度束缚住手脚。

5、以奖为主、以惩为辅；教育实际上就是师生之间情感的交流与共鸣，所以应

该以奖励为主，奖励最好以精神激励为主，当然精神激励应该是多丰富多彩的，比

如免交作业一次、免值日一次等等。物质层面的奖励，副作用较多，建议少用。

4.2.2 加强奖惩艺术的学习

奖惩是一种手段，更是一种艺术。教师们必须不断学习，才能适应社会的进步，

适应学生的变化。笔者从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教师要树立威信

用心和学生沟通，认真对待自己工作，真诚关心学生等等，都可以提升自己的

威信。想要让学生欣然接受教师的奖惩，那教师就需要在日常的相处中取得学生的

信任。师生之间的信任问题一般都会出现在科任教师身上，有的科任教师喜欢向班

主任告状，这是对自己威信的最大打击，久而久之，学生会越来越难管。

2、教师角色由单一型向多元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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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人们认为只要好好教书就是好教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教师不

再仅仅是自己学科领域的专家，还需要会恰当的组织活动，调节班级学习氛围；在

日常生活中，教师还需要主要自己的行为规范；同时，在学生生病或者心情不好的

时候，还需要给学生父母般的温暖；有时候，有需要变成学生的好朋友，走进他们

的心理，和他们一起面对一些生活中的困难等等。

3、教师角色由权威型向对话型转化

以前的教师，在班级管理中有着绝对的权威，学生在教师面前没有反驳的余地，

并且以前的学生也没有反抗的意识，在这种管理中长大的孩子，创新能力很差，对

别人依赖性强。现在的教师，管理中更注重民主，并且学生们的民主意识也在增强。

因此，教师在管理中应该注意放下架子，和学生们平等相处，设身处地地从学生的

角度出发来看问题，平时应该注意孩子们的情绪和成绩变化，适时和孩子们交流，

努力取得孩子们的信任，只有这样，才能做更好的教师！

4、教师角色由经验型向理论型转化

以往的教师，在管理中都是以经验为主，没有系统的管理方法，尤其是在管理

之后，没有跟进管理效果，管理以后对学生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改变，教师往往没有

数据统计，只是靠自己的主观判断。每个教师都在钻研自己的管理方法，自己辛苦

总结出来的东西，其实别人早就整理好了。当然，教师的实践经验也很重要，但经

验如果不上升为理性的东西，就没有指导意义。要想让自己尽快成长为骨干教师，

需要系统的学习教育理论，用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教育实践，才能提高自己的工作效

率和教学水平。

5、教师角色由被动适应型向主动创造型转化

在调查中发现，保德中学的部分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主动性不足，很多时候

都在抱怨现有制度的问题，却从来不考虑怎样做出改变。对工作缺乏热情，对于学

校领导安排的任务盲目服从，从来不考虑有没有更好的工作方法。但其实大家都明

白，我们面对的工作对象时学生，是活生生的人，所以，任何一成不变的教学方法

都不可能产生好的效果，因材施教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这就要求我们教师们在工

作中多思考，究竟怎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怎样才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努力创

新，用心钻研教学，才能给孩子们提供一个舒适温馨的教学环境，促进学生创造性

人格的形成。

6、学会科学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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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奖励学生也是一种艺术，是教师的工作艺术之一。教师的辛勤培育，使班

集体和学生取得了成绩，教师对其奖励应遵循哪些原则，才能做到有理论依据；采

用哪些途径和方法，才能使奖励恰到好处，取得最佳效果；奖励应注意哪些问题，

才能使学生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成绩，这都是教师奖励艺术的研究范畴。

7、学会科学惩罚

每个人都难免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有经验的教师会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

的错误，并且从中分析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扬长避短，从错误中收获进步。学生们

从自己失败的经验中得到的教训才是最刻骨铭心的，也会是收获最大的。一次自己

失败的经验教训远远大于教师一天的说教，从失败中汲取成功的养分才是学生成长

的最好肥料。

在实际的教学管理中，教师们总是免不了面对面地批评学生，这是一种一不小

心就会触发尴尬的情境，指出学生的不足时，切记不要针对学生本人，而要针对事

情的本身，我们在惩罚学生时，如果传达给他的意思是：我觉得你非常努力，非常

好，只是这件事情没有做好，你接受惩罚不是因为你人的问题，只是因为你没有做

好这件事情，这样他容易接受的多，同时负面影响也最小，不会打击到学生的积极

性，更容易接受惩罚。

8、学会有效奖惩

很多时候，我们在奖惩的时候不自主地会带有感情色彩，我们认为努力的孩子，

总会有意无意地表扬他们，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并且有很多教师很容易奖励努力

的孩子，认为他们态度很好，进步是时间的问题。但事实是，有一部分学生在假努

力，他们可能自己也不自知，他们的努力感动了自己，也感动了教师，可是学习成

绩却毫无进展。这个问题，教师们在奖惩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我们要奖励的是进步，

而不是努力，努力不好比较，也容易掺假。对于假努力的这部分同学，教师应该特

别关注，加强学习方法的引导。奖惩的指标应该是公平的、易于执行的，并且有说

服力的，所以要想有效奖惩，必须找对奖惩的因素。同样来说，我们惩罚学生，是

为了提醒他，让他规避错误或者改正不良的行为或者习惯，其作用对象一定是事情

本身，而不应该指向学生本人。从教师主观上讲，肯定不会有故意伤害学生的动机。

但是从客观上来说，任何形式的处罚都是痛苦的，都会对被惩罚者产生一定的物质

或者精神伤害。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惩罚学生之后，做好善后工作，在情感上做好

沟通，让学生理解教师的管理，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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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保持愉快上进的情绪，在学校努力工作，不把工作带回

家，做到劳逸结合，保持更好的心情面对工作和生活，更有利于在日常工作管理中

做到公平公正。

总之，教学需要做到因材施教，奖惩也是，它需要教师不断探索，不断思考，

不断努力，不断前行，才能不断成长。

4.3 注重情感、耐挫折品质的培养
4.3.1情感教育

师生之间的交流的基础就是感情，保德中学理综组办公室贴着一张大海报：“教

育的秘诀就是真爱”，是这样的，如果学生们能感觉到你对他的爱，那么就很容易

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这样管理起学生来，学生的逆反抵触心理就会弱很多。教师

要避免靠“第一印象”来片面评价学生，多了解、常沟通，才有望让师生关系变得

温暖起来，有了相互的信任，才能有美好的未来。

学校还可以通过感恩教育等途径让学生学会理解家长、理解教师，让孩子们学

会换位思考，学会感恩父母、感恩教师，这样的学生将来才能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

总之，一个富有感情，一个懂得感恩的学生才能真正有未来，所以，我们教师

需要在日常的教学管理中渗透这些思想。

4.3.2耐挫折品质的培养

近年来，学生自杀案件从偶有耳闻到常常发生，现在这一代孩子们的心理素质

越来越让人揪心。前几天在阳泉连续发生了两起高中学生自杀事件，着实让人痛心，

两个孩子留的遗书内容大致相似：“压力太大了，想歇歇了！”

学生没有承受挫折的心理素质，那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在日常教育中，

教师们应该多关注这方面的渗透，让他们认识到，挫折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

的生活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要让孩子学会正确面对学习生活中的不如意，并且

笑着面对它。

4.4 家校互动形成合力教育

每个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学校教育，但是有时候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很大，甚至能够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有效性，因此，要想取得

良好的教育效果，不仅仅需要抓紧学校教育，同时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也必须同时

跟进，尤其是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的过程中最为重要。

4.4.1 建立家校信任

现在的社会，家长和学校很难做到彼此信任，这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很多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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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其实都是因为不了解引起的。事实上，保德中学为了让家长了解学校，也做出

了一些尝试。比如：家长进校代替教师监考，真正深入到学校看看学生们学习到底

怎么样；每学期两次的家长会，从校长到班主任向家长汇报这一段时间学校有哪些

变化，学生本人有哪些变化；学校还通过“校园日”的形式让家长参观学校，从教

师早上到校到晚上离校，让家长真正参与孩子一天的学习，让家长们看到教师的辛

苦，试着去理解教师。有了理解，才会有信任，有了信任，才能有沟通的基础。

4.4.2 家校及时沟通，达成教育共识

现在网络异常发达，让家长和教师的沟通有了很便捷的平台。“班级微信群”

是现在家长和教师沟通的最常用的方法。但是冰冷的文字无法取代见面的沟通。在

微信群里，很多时候都是教师发意见，家长照执行。无法很好的沟通，就会造成一

些误解。所以，教师们需要及时地就一些学生的问题和家长沟通，达成一致的处理

意见。或者，教师们可以利用好家长会，把班里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在家长会上

及时展示出来，和家长及时交换意见，以期形成一致的意见，达成共识后，教师的

奖惩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总之，教育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家庭、学校、社会，都会起到一定的作用，

每一个因素都能忽略。祝愿所有家庭和学校能够形成合力，共同关爱学生，为孩子

一生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让孩子的未来满是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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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本研究通过对保德中学的教育奖惩现状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保德中学的教育奖

惩中存在的问题有：一、教师之间的奖惩理念有差异；二、奖惩的普遍性不强，覆

盖面不大；三、奖惩方式单一，效果不佳；四、奖惩以后的工作做的还不细致，没

有很好地关注到学生的心理变化。

本研究针对以上问题探究其成因，并为一线教师提供了以下建议：第一、学校

统一奖惩制度；第二、强调关注学生进步情况；第三、加强奖惩艺术的学习，丰富

奖惩手段；第四、加强关注奖惩的后续工作。

本研究提出的一些措施希望能对自己的教学实践和保德中学教师的教学实践提

供参考，为高中教育奖惩的科学化而努力。

由于作者本人水平的限制，虽然做了很多努力，但是本文依旧存在着很多不尽

如人意的地方，这些不足的地方在日后的实践中，再做更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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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教师问卷

尊敬的教师:

您好!本次调查是想了解您对高中教育中奖惩问题的措施和感受。请仔细阅读每

一题，然后回答问题，并将答案填到“答题卡”上。调查不记名，回答无所谓对错，

您不必有任何顾虑，所有信息将会保密，谨供课题研究分析。您的如实回答是对我

们研究的宝贵支持。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学校奖惩策略研究课题组

1. 您的性别是? A 男 B 女;

2. 您的学历是？ A 本科以下 B 本科 C 本科以上;

3.您的年龄阶段是？ A 20-30 岁 B 30-40 岁 C 40 岁以上;

4.您的职位是？ A 行政干部 B 班主任 C 任课教师

5.您的班主任经历？ A 0-1 年 B 2-3 年 C 3 年以上

6、你在班级管理中重视“奖惩策略”的运用吗？

A 很重视 B 一般 C 没太关注

7、你平时专门阅读过与“科学奖惩”有关的书籍或著作吗？

A 经常阅读 B 偶尔看看 C 至今没有

8、对于违纪屡教不改的孩子，你觉得哪一种手段引导更有效？

A 奖励 B 惩罚 C 体罚

9、平时成绩优秀和平时表现不好的两个孩子，同时违反了纪律，你在私底下一

般会？

A 一样惩罚 B 成绩优秀的惩罚重一些 C 平时表现不好的孩子重一些

10、平时成绩优秀和平时表现不好的两个孩子，同时为班级做了贡献，你一般

会？

A 一样奖励 B 成绩优秀的表扬多一些 C 平时表现不好的表扬多一些

11、上一个学期，你所管理的班级，专门受到过奖励的学生比例是？

A 全部 B 绝大多数 C 少部分

12、上一个学期，你所管理的班级，专门受到过惩罚的学生比例是？

A 全部 B 绝大多数 C 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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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上一个学期，你所管理的班级，你奖励过的学生和你惩罚过的学生比例是？

A 1 B 大于 1 C 小于 1

14、你在班级管理中奖惩的方式，一般采取 ？

A 物质奖惩 B 精神奖惩 C 物质精神奖惩都有

15、不同的学生犯了同一个错误或做出相同的贡献，你的奖惩方式？

A 始终一样 B 不一样 C 有时一样，有时不同

16、同一个学生，在不同阶段，犯了同一个错误或做出相同的贡献，你的奖惩

方式？

A 始终一样 B 不一样 C 有时一样，有时不同

17、你所管理的学生，在受到过一次奖惩之后，有多少人有明显的进步？

A 全部 B 大多数 C 少部分

18、你所管理的学生，总体来看，在受到过一次惩罚之后，进步的时间一般能

维持多久？

A 一直保持 B 很长时间 C 很短时间

19、你奖励过学生之后，该生并没有任何进步，你觉得最可能是什么原因？

A 奖励的方式不当 B 学生情商不够 C 学生不懂感恩

20、你惩罚过学生之后，该生并没有任何进步，你觉得最可能是什么原因？

A 惩罚的方式不当 B 学生习惯不好 C 惩罚的程度不够

21、据你以往经历，你奖惩过学生之后，你一般 ？

A 继续关注学生的心理 B 密切观察学生的行为 C 忽视了后续工作跟

进

22.您或学校平时经常对学生使用的奖励方式有哪些?

23.您认为哪些是最有效的奖励方式?

24.您或学校平时经常对学生使用的惩罚方式有哪些?

25.您认为哪些是最有效的惩罚方式?

26.您认为目前的奖励还存在哪些问题?

27.您认为目前的惩罚还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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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II:学生问卷

亲爱的同学:

你好!

这份调查问卷是想了解你们班在班级管理方面的情况，请你认真填写。问卷里

所列的内容都是你熟悉的，请你根据实际情况，在相应的选项上打“√”，并将答

案填到“答题卡”上。这份问卷不对你个人做任何评价，也不向任何人公开，只供

学术研究之用。你不必填写姓名，请放心并如实回答。谢谢你的合作!祝你学习进步!

学校奖惩策略研究课题组

1、你的性别? A 男 B 女

2、你是否是班干部? A 是 B 不是

3、在班级管理中，你觉得“惩罚”这一教育手段，班主任应 ？

A 多用 B 少用 C 不用

4、当你进步的时候，你期待被班主任奖励吗？

A 非常期待 B 不期待 C 无所谓

5、当你犯错的时候，你能信服地接受班主任对你的惩罚吗？

A 接受 B 不接受 C 无所谓

6、你觉得教师奖励你的目的主要是什么？

A 肯定我现在的行为 B 激励我今后取得更大进步 C 表现对学生的

关心

7、你觉得教师惩罚你的目的主要是什么？

A 发泄内心的不满意 B 希望我今后行为改进 C 警告班级其他同学

8、班主任平时的奖励和惩罚是否公平？

A 公平 B 不公平 C 有时公平，有时不公平

9、在班级管理中，班主任的奖励和惩罚有没有出错的时候？

A 经常有 B 有时有 C 没有

10、你觉得班主任的奖惩手段，讲究策略和艺术吗？

A 讲究 B 不讲究 C 有时讲究，有时不讲究

11、班主任的奖励和惩罚策略是否总能起到积极的教育作用？

A 能 B 不能 C 有时能，有时不能

12、你有被教师体罚或变相体罚的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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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没有 B 很少几次 C 经常多次

13.在你受到惩罚时，你的内心情绪或心理状态一般更多的表现为：

A 气愤 B 失落 C 反思

14.如果你受到教师的惩罚，你最不希望在怎样的场合？

A 教师办公室 B 教室 C 操场

15.在你受到奖励时，你的内心情绪或心理状态一般更多的表现为：

A 开心兴奋 B 冷静平常 C 担心不合群

16.如果你受到教师的奖励，你最希望在怎样的场合？

A 教师办公室 B 教室 C 操场

17.教师在对你奖惩过后，你能坚持按照他所希望和要求的那样去做吗？

A 能 B 有时能 C 不能

18.你在学校受到的奖励方式有哪些?

19.你认为哪些奖励方式对你的发展起到有效作用?

20.你在学校受到的惩罚方式有哪些?

21.你认为哪些惩罚方式对你的发展起到有效作用?

22.请你评价一下班主任的奖励措施，提出宝贵意见?

23.请你评价一下班主任的惩罚措施，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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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三年的时间转瞬即逝，还没有好好品味，我的研究生生涯就要结束了，这段时

光虽然逝去了，但在山西大学的日子将成为我一生的财富；回首这三年的生活，感

概良多，收获满满，山西大学的一草一木，让我永远都无法忘怀。

非常感谢山西大学的各位教师顶着酷暑给我授课，幽默的语言，生动的实例，

不仅拓宽了我的眼界，也让我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有助于让我从一个经验

型的教师向研究型转变。

在此真诚地向我的指导教师道谢。从论文题目的确定到目录框架的建立，从论

文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关系整合，还有字词甚至标点符号的修改，处处都显示着教授

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论文能够完成，教授的辛苦付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此外，衷心感谢文中提到的参考文献中的这些作者们，没有你们的理论支持，

本研究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感谢保德中学的教师们和 374班的同学们，你们认真

完成问卷调查和接受访谈，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材料；感谢我的同学和朋

友给予我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自己水平的限制，论文中一定还存在着很多我自己难以发现但是可以做的

更好的地方，这篇论文远未达到教授的要求。教授对我的鼓励和教导将是我今后不

断前行的动力。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一定遵照教师的要求，严于律己，努力地成长，

为教育事业贡献一点点属于自己的力量。

201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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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韩昆

性别：男

民族：汉

政治面貌：群众

出生年月：1987年 6月

籍贯： 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东关镇

个人简历：

学习或工作去向：忻州市保德县保德中学任教

联系方式：

电话：18535028557

电子信箱：447399219@qq.com

mailto:44739921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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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

学位论文的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

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

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

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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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

有权保留并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

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

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

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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