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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中 文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学习的主体性越来越受到重视，自主学习成为

当前学生学习的发展趋势。而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成为学生自主学习的重要影响因

素之一。为了适应自主学习的要求，自我管理能力的提升是当前各类学生需要具备

的重要的能力之一。为了更好地促进高中学生的发展，正确引导学生确立自我管理

意识，帮助学生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正确应对高考的压力，将自我管理能力转化成

为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本文将就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问题展开系统研究。

本文以长治市某高中在校学生为研究对象，以学生自我管理问题及对策研究为

切入点，首先梳理了该项研究的背景、意义、方法，并对国内外学者针对学生自我

管理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其次，对“自我管理”“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人

本主义理论”等与本研究相关的理论进行了明晰，从而为本研究的深入开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随后，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对随机选取的 1500名来自于长治市某高中的

学生进行了调查，并利用访谈法与 30名学生进行交流，了解该校学生在自我管理方

面存在的问题，指出产生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自我管理意识不强、缺

乏有利的自我管理环境、自我管理的观念落后、自我管理能力较弱等方面。为了解

决学生自我管理问题，本研究指出需要基于学生自我管理理论，注重培养学生自我

管理意识、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优化学生自我管理理念、提高学生自我管理

能力。

关键词：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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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educational reform,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learning. Autonomous learning
has becom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tudents' learning. And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 has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that affect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improvement of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bilities that all kinds of students need to have. In the actual
investigation, it is found that most of the current research objects are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re is little research on the self-management ability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correctly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self-management awareness,
help students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correctly cope with the
pressure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and transform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to their core competitiveness, this paper will carry out a systematic
study on self-management of high school students.

This paper takes a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 in Changzhi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takes the study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Firstly, it combs the background,
significance and methods of this study, and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Secondly,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this study, such as "self-management""social cognitive
theory""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humanism theory", are clarified
which lays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is study.
Then,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1500
randomly selected students from a high school in Changzhi City, and used the
interview method to communicate with 30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of self-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pointing out that the
root causes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problems are lack of
self-management awareness, lack of self-management environment and



IV

self-management concept Backward thinking and low self-management
ability.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this study
points out tha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cultivat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consciousness,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self-management, optimiz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concept, and improve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ability.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elf-management of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alyze the reasons and put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so as to help students develop self-management awareness and improve their
self-management ability.

Key words: General high school; Students; Self-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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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本文阐述关于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研究缘起及研究意义，同时以学生自我

管理为着眼点，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与综述，了解研究的前沿与现状并详细

介绍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研究路线。在此基础上，对长治市某普通高中学生自

我管理现状和问题进行调查研究，针对问题分析其存在的原因并提出对策。因为论

文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该研究对于加强学生自我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对学

校老师的工作有一定的帮助。

1.1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缘起

现代教育改革强调发挥高中学生的主体性、主动性。对于普通高中学校而言，

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十分重要。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1-2012年）》中[1]，教育部明确指出在高中学习阶段，学生处于实现自我发展

目标、形成个性的关键阶段，而高中教育也能够为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性人才奠

定基础。在高中学习时期，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有助于提高其适应社会及自强

自立和自主学习的能力，并且能够激发学生自主进步的积极性。

目前，普通高中采用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是由班主任全面管理、操持学生的在校

事务，在此种传统的管理模式下，学生并没有进行自我管理的机会。另外，班干部

为普通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连接纽带，大部分普通学生并不会参与至班级管理活动中，

受此传统管理模式的影响，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自我管理行为受到了限制，

不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2]。

在高中阶段，随着学生的身心发展，其认知能力、自主能力不断增强。但是，

受到自我管理意识弱、相关教育机制不完善、高考压力大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多

的学生出现自我管理能力差、自立性低的问题，进而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效率与学习

效果，甚至学生身心的良性发展。这就需要通过调查分析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

状，寻找出现自我管理问题的原因，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

1.1.2研究意义

开展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包括：

（1）理论意义

本研究的开展以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支撑，通

过收集、分析国内外研究成果，总结学生自我管理研究现状。同时，通过对高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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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我管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分析原因并提出对策。这不仅是以案例形式对自我

管理理论的诠释，更是对学生自我管理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2）现实意义

为了全面掌握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本研究基于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长治

市某高中的学生进行调查，通过分析调查、访谈结果确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

表现，以及出现问题的根本原因，进而提出相应的对策。这对该高中以及同类学校

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优化学生自我管理观念、提高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2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通过应用文献分析法，对文献检索收集到的国外参考文献进行汇总与分析，发

现国外学者对学生自我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早，已经针对学生自我管理形成了系统的

理论体系。国外学者在分析学生自我管理时提倡应引导学生进行主动学习，使学生

注重培养自我管理意识，能够对自己的行为、学习、生活负责。

Velzen（2016）[3]认为学生自我管理体现了高中学校对学生的一种新型的管理模

式，而为了能够发挥此种新型管理模式的作用，应当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支撑，

以尊重学生的尊严、权利、人格为特点，强调在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过程中帮助学

生解放天性。

Sowells（2017)[4]在分析学生自我管理时，指出自我管理意识的培养强调学生在

班级管理、生活管理等方面占据主体地位，由老师对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进行促

进与引导，并非单纯的灌输与训导。另外，在自我管理实践活动中，该学者提倡在

充分尊重学生自我的前提下，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自由发展提供机会与平台。

Trygged（2017)[5]根据其自身 20余年的工作经验，总结青少年自我管理的目标

与内容。该学者在研究中总结了自我管理的真理、自我管理的规律、自我管理的本

质、自我管理的智慧，并提出学生自我管理并非对学生的放任管理，而是通过提高

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增强学生的整体水平。

Nurjanah（2018)[6]以青少年阶段（12-20岁）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分析该年龄阶

段的学生出现自我同一性问题的原因，并指出为了能够培养学生寻求自我、自我管

理的意识，应当引导学生学会自我确认，且校方也应当注重关注学生的自我管理问

题，强调帮助学生基于自我管理意识进行科学的选择并思考人生观、价值观、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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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理想等。

Violita（2019）[7]基于调查研究法分析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提高学生的自

我管理能力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并根据学者已经提出的研究理论，提出培养学生的

自我管理意识的策略包括营造良好的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环境，对课堂教学进行

改革，引导学生参与至班级管理、学校管理等实践活动中，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

国外学者针对学生自我管理开展的研究大多以学生自我管理必要性为出发点，

并根据在研究中发现的学生自我管理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同时，国外学者比较强调

充分尊重学生自我发展、个性发展，为学生提供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通过汇总、

分析国内外学者针对学生自我管理提出的研究结论，了解到国外学者注重以自我管

理理论为支撑，扩大自我管理理论的应用范围，积极引导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

并强调需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校园环境、社会环境。

1.2.2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学者在研究学生自我管理时，注重从实践角度出发探讨帮助学生培养自我

管理意识的方法。尽管我国学者针对学生自我管理开展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叶圣

陶提出的“教是为了不教”的理论也强调尊重学生的自我管理行为，与国外学者提出

的学生自我管理理论相似。

宋倩（2013)[8]在研究中以四川省某高中为研究案例，通过应用问卷调查法，从

主观个人因素、家庭教育因素、学校管理因素等角度出发调查该学校学生自我管理

问题。在分析调查问卷后，该学者指出引发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主要原因为学校教

育管理传统、教师的学生自我管理观念落后、学生家长教育方式单一。

薛慧丽（2017)[9]在研究中分析了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方法，指出为了能够帮助

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应当完善班集体建设流程与方案，对此，教师应理解学生

自我管理包括自我评价、自我调控、自我实践、自我认识等内容，且该学者还提出

教师的综合素质关系着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水平、自我管理意识培养效果。

姜秋云（2017)[10]肯定了在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培养过程中引导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的作用，并在此前提下指出需要及时优化班级管理模式，尊重学生在班级管理中占

据的主体地位，以班主任的指导管理为辅助，且通过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为

实现新课改的目标提供保证。

王志贤（2018)[11]以高中课程改革为研究背景，提出了有利于学生自主发展的自

主管理意识培养方法。该学者指出班主任应当注重积极引导学生积极提高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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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同时，也不能忽视学生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体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学

生与教师应共同努力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杨海荣（2019)[12]认为对于高中学生而言，自我管理能力关系着学生的职业发展

规划，根据普通高中学生的实际生活条件、学习情况，以探究、合作、自主的学习

方式为出发点，通过社团管理、班级管理等平台，引导学生能够充分的展现自我的

个性，更加自主、自觉的培养自我管理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国内学者在分析学生自我管理时，注重从我国现有的管理模式入手，以此为背

景分析帮助[13]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重要性，注重探索提升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

方法，指出学生只有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积极参与班级管理、集体管理，才能够发

挥主观能动性。与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学者的学生自我管理研究主要集

中于通过班级管理、集体管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即以社团、班级等为单位提高学

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此研究重点、出发点也体现出国内外教育模式的不同，例如，

国外提倡的学生自主管理具有流动性，而国内的学生自我管理多以固定班级为单位

开展。本研究以国内外研究现状为出发点，以我国普通高中的教育模式为前提，提

出更具实用性、针对性的学生自我管理问题解决方法。

1.3研究方法与研究路线

1.3.1研究方法

（1）文献法

本论题涉及近年来“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相关内容，通过大量文献资

料搜集、查阅、分析和思考,不仅能够为本论题提供有价值的文献资料，而且也为本

论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2）问卷调查法

针对普通高中学生人数较多，范围较广的特点，笔者运用问卷调查法在短时间

内获得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状况的信息资料，并用于计算机分析和概括学生自我

管理的现状，总结高中学生自我管理存在的问题。

（3）访谈法

访谈具有灵活性特征，可以对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与学生教师面对面交流，

适时有效地获得问题的答案。笔者运用访谈法获得关于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中存

在的问题，查找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解决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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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研究路线

本研究的研究路线如图 1-1所示：

图 1-1 研究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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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在我国，当前在校的高中学生大多是 00后的独生子女，他们生活环境简单优越，

自我管理能力较弱。因此他们更需要在我们提供的教育环境中，不断地培养自我管

理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本章以普通高中学生为对象，总结自我管理的相关概

念与理论，以此为基础来带动和推进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研究。

2.1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相关概念

2.1.1高中学生及其心理特征

在我国，高中学生主要是指在高中正在接受教育并且年龄处在 15-20岁之间的学

生。中国目前的高中学生群体，大多数是新时代的独生子女，有着与其父辈不同的

心理特征：

（1）生活方面：从小就是在所有长辈的精心呵护和宠爱中长大，让家长为其承

担和管理所有的生活事务，无需承担任何家务，甚至将自我生活管理也完全托付给

家长，因而这一代高中学生的动手能力及自我生活管理能力较弱。

（2）学习方面：高中学生一般都会面临升学问题，尤其在高三阶段，学生们学

习任务繁重、竞争尤为激烈，再加上父母的期望值过高，因此学生身心压力越来越

大。不少学生由主动学习变为被动学习，甚至出现厌学的情况。

（3）人际交往方面：在优渥的环境下成长，很多高中学生忽略了奉献和服务的

精神，以自我为中心，缺乏一定的责任感和付出意识。这表现在做任何事情首先考

虑的是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虽然有合作意识但却没有合作精神和集体责任感；不少

学生无法与同学很好相处、不能理解老师的督促，甚至不能与父母很好沟通。

（4）思维方式方面：高中学生生活空间和范围的扩大，给信息的获取带来了便

利，自身知识的范围和种类的增多和复杂化，也带动了自身思维的活跃。科技的创

新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不断推动了高中学生的自我评价和教育能力水平的提高，

他们有了一定的处世观念和方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处理与他人、社会和国家的关

系
①
。

总体来讲，高中学生生活的封闭性，与社会接触较少，主要在教学中学会对事

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进而确保接收信息的准确度，由此为其行为带来正确的参考依据。

同时，现在高中学生的心理成熟度较低，需要引导他们控制好自己行为和提高心理

①
马晓静, 黄志兵. 青少年自我教育能力培养路径探究——读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培养真正的人》[J]. 宁波教育

学院学报, 2018, 20, 102(04): 107-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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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受能力而避免冲动做事，还需要培养和提高自我管理和自控能力。目前中国的高

中学生虽有了较强的自我意识，能够决定一些自身的重大决策，但是由于自我意识

还不是太成熟，价值方向还不成型，所以需要正确的引导防止其做出错误的决定。

2.1.2高中学生自我管理

目前国内外还不能对自我管理的概念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是在我国通过对自我

管理的研究和分析，对其的认知主要有以下几种：

（1）马金海[14]等认为，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就是自己主观意识上要对自己进行

管理，它是“在基于适应了解了自己所处的管理氛围，明确建立直观的管理目标后，

不断进行自我优化和完善，力争在管理系统中发挥出最大的作用，推动整个管理系

统收获最大的管理效益。自我管理是能够调节自身的生命运动，同时能够控制自身

的思维运动和行为过程。”

（2）郭海龙[15]提出，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氛围中，能

够掌握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自由能力的高中学生基于对自身的正确定位，借助对

自身的自我设计、自我学习、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等环节的准确执行，来确保个人

自我实现和综合发展的目标，同时能够有效推动社会进步和自身进步的能动活动。

（3）杨淑敏对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进行定义时指出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是基于

高中的身心特点和教育规律，辅助以学校宏观调控的管理模式，制定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策略来对学生进行引导，充分调动高中学生自身的主体能动性，推动

其以个人、小组、集体等各种不同的形式自发地参与到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实践

活动中去，并在活动的过程中完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的能力，促使高

中学生能够实现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的过程中完成自我管理。

（4）张秀竹[16]认为：在班级中的自我管理具体表现为高中学生能够主动融入到

班级的管理工作中，在完成工作的进程中不断完善自我管理的意识和能力，时刻进

行自我教育。同学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反省，最后在日常的班级生活学习过程中实

现自立、自强、自教和互助合作意识，增加参加教育活动的主动性和更深层次地认

识。在班级中自我管理和自主管理模式一致，班级自我管理就是要高中学生发挥自

身主人翁的意识，通过班主任的引导，完成班级一系列管理活动，学习与工作有机

结合，不断提高班级荣誉感，增加高中学生自我管理意识和能力。

高中学生进行自我管理主要会涉及到学习与能力自我管理、理想与志向的自我

管理、思想品德自我管理、日常生活自我管理、情感与人际自我管理和身心健康自

我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因此，通过对上述概括的总结，我们可以将高中学生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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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定义总结为：高中学生自我管理就是制定一系列自我设计、自我调控、自我评

价的相关活动以有效促进高中学生自身的完善和进步。

2.2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相关理论

2.2.1社会认知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是将一个动态的系统作为考察的具体框架，然后将一个个体的认

知、行为和其对应的环境放入其中进行考察，就衍生出了一个三元交互作用系统。

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②
提出：“个体的活动是人、行为和环境三个变量

不断相互作用的函数。”个体能够制约外在影响的变化，带来积极或消极的反应。同

样，外在的环境也会制约着个体的反应，推动着个体的改变，这种互相制约互相推

动的关系会对个体自身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紧密联系。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

发现，自我管理是个体、行为和外在环境三个变量相互制约和相互推动的衍生物，

其中个体的影响涵盖了个人的信念、知识和情绪情感过程等内在的因素。

在高中学生进行自我管理时，学生对外在事物管理的前提是首先要了解并适应

环境，这样才能够做出适当正确的行为，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利用正确的认知策略

和自我强化的方法控制好自我意识，保证管理行为的持久性，最终完成自我管理过

程获得最佳的管理目标。另外，高中学生不仅能够应付外界刺激而做出的无意识的

反应，而且可以自我把控外界环境的影响，并通过自身行为制约外部环境的变化，

所以说学生个体同样能够反作用于外界环境和外界刺激。学生的行为受到了涵盖了

自身因素在内的各种因素的制约，其决定了行为的产生。学生个体能够主动发布目

标导向行为，也就是能够自立，这是很关键的，这种自立性能够帮助个体制定清晰

明了的个体行为的目的、对自身活动进行自我调节和自我反思，从而推进信息、决

策判断的主动选择进程，提高完成制定的最终目标的个体管理能力。同时，如果学

生个体自理性能够得到很好地实现，就能够一并带动个体自我管理功能的发展。其

中社会认知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借助观察他人而学习，通过观察他人或榜样

的身份地位的激励，促进学生进行自我激励和自主学习，同时观察和自身类似的其

他人的相关行为，发现并判断对方行为的好坏，进而模仿对方的榜样行为，提高自

我学习的能力，增加自我管理的能力。在明晰了个体、行为和外在环境三个变量相

互关系的基础上，我们懂得学生自我管理的实现是其个体、行为与环境三者相互作

用的结果。我们在了解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的过程中就需要关注学生个体的情感、

②
阿尔伯特·班杜拉. 陈欣银, 李伯秉, 译. 社会学习理论.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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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以及学校、班级环境的影响。在编制问卷的时候就需要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2.2.2自我决定理论

美国心理学家戴尔•申克（Deci Edward）和瑞恩（Ryan Richard)[17]提出的自我决

定理论，是涉及到人类进行自我决定行为的动机过程的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基于社

会认知理论，参照驱力理论和成就动机理论，发现了涵盖了自主需要、能力需要和

归属需要在内的人类行为的三种基本需要，同时提出在充分认识了个人需要和环境

信息之后，就能够做出自我决定，进而自由选择所需的个体行动。自我决定理论对

外在的控制、奖励和结构内化等陆续整合到自我管理系统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也对能够激励个体行为并且能够促进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的外在因素和自我管理过

程互相融合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以此促进了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自我决定理论的

关注重点是外在动机向内在动机的发展进化过程，它会伴随各种各样的变化水平。

一旦水平得到了提升，就能够同时促进个体行为自我动机的进步。申克等学者都提

出“内化是一个过程，借助这个过程个体将来自于外在的实践的控制转化为内在的控

制；是一个由外在控制、投射控制、明确控制、综合控制四个水平组成的连续体”。

四个控制水平逐级递增，外在控制是最直接、最短暂的，综合控制是最持久、最有

效的。

对于高中学生来讲，外在控制主要是借助奖励或惩罚来激发学生学习，但是对

学生自主学习的推动能力较弱。投射控制是将外在控制中的奖励或惩罚转化成必须

遵守的规则或要求，从而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实现自主学习，增加自我管理能力。

明确地控制是指个体自身意识到行为的优势，主观接受并认可，对自身行为进行明

确的控制，这比其他两种更具有自主性和积极性，自我管理的主动性更高，能够有

效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综合控制是外在动机内化的最高形式，将调控的过程和个体

自身的投射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将学生认可的规则和其他价值、需求和身

份进行整合，这样的行为是最高规格的自主性行为，需要高中学生不断地去揣摩和

学习。该四种不同的连续体是以外在控制和自我认可为两极，是不断进行内化和整

合的过程，同时也反映了自我决定程度和受控制程度之间比率大小的变化。借助这

种理论基础，能够很好地提高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依据自我决定理论，我们

在制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提升策略的时候，必须要将学生认可的规则与其价值追求、

身份、环境等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达到综合控制的目的，这样学生自我管理才能更

有效、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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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参考依据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其中亚伯拉罕 .马斯洛

（Abraham H.Maslow）[18]、卡尔.兰塞姆.罗杰斯（Carl Ransom Rogers）[19]对人本主

义学习理论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奠定了基础。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主要是要激发学习

者的经验和创造潜能，推动其能够有效地结合自我认知和经验，认可自己的能力，

进而能够突破自我。人本主义学习理论的研究重点是如何才能创造出一个适合高中

学生基于自己视角去感知实际的学习环境，从而对世界和社会做出自己的理解，真

正实现对自我管理的最高目标。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和罗杰斯的"自由学习理论"

都是站在学习动机角度，提出教育的最终目的要坚持以人为本。基于此，学校教育

要根据高中学生的成长特点，因人而异，制定适合的教育决策和教育手段，来推动

教育对象个性化、人性化的进程，真正做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是互相对立的现代哲学思潮，实证主义于 19世纪出现，带

动了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生成。同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也相继而生，其将康德

古典哲学到黑格尔哲学所构建的理性人推翻、创新。人本主义注重的是人，不管是

个体的人还是理性和感性共存的人。人本主义理论侧重人的个性，关注理性和感性

的统一，它是自我管理理念中的理性科学主义管理和非理性人本主义管理的有机融

合体。

学校教育活动要在人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策划，要关注高中学生自身的特

点，借助匹配的手段和方式推动高中学生的正面发展。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育

主体的重点应是高中学生的思想、情感体验和行为，提倡以高中学生自身经验为主

体的“有意义的自由发展”，推动基于高中学生自我完善的个性化发展。培养高中学

生涵盖了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在内的主体性迫在眉睫，主体性有了才能够让高

中学生成为教学认识的主体，并且激发其社会化和个性化，实现高中学生自主性管

理的目标。只有真正重视高中学生主体性的培养，才能够有效解决素质教育的矛盾

点，从而带动和推进高中学生整体素质的综合发展。因此，高中学校在设置课程时，

要重视学生自身需要和兴趣点，辅助以教师的引导和促进，全面深入地挖掘学生的

自我价值和自我潜能，提高个性化发展，在对自主性关注的前提下激发其自我管理

意识，从而有效地提高自我管理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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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调查及问题分析

笔者在收集和整理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后，立足本校实际

情况，展开对学生自我管理的现状调查，并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面对问题

我们不能回避，要分析问题并积极解决问题，问题的存在鞭策我们要脚踏实地研究

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教育教学技能。

3.1调查设计

3.1.1调查对象

3.1.1.1长治市某高中介绍

长治市某高中始建于 1912年，已经发展成为长治市乃至山西省的重点中学。该

高中的总占地面积约为 58000㎡，拥有全套的基础设施，包括教学楼、办公楼、运

动场、学生公寓、教工餐厅、学生餐厅、科技馆、图书馆、运动场等。目前，长治

市某高中的学生数量已经突破了 3000 人，共开设 52 个教学班，教职工人数为 238

人，其中包括 73名一级教师，42名高级教师，3名特级教师。在学生管理方面，长

治市某高中采取两种管理模式，分别为走读生管理模式与住校生管理模式。为了能

够提高学生管理水平，该校管理层将对教师的管理也根据学科、年级划分为分学科

管理体制、分年级管理体制。该体制下，长治市某高中本着坚持大胆改革、大胆探

索、大胆创新的管理原则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不断提高办学水平。

3.1.1.2调查对象选择

本次调查问卷题目为“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调查”，调查对象来自于长治市某

高中现有的 3000名学生，在其中随机选择 1500位学生，向其发放调查问卷。调研

对象分布情况如表 3-1所示：

表 3-1 调研对象分布情况

分类标准
年级 性别

高一 高二 高三 男 女

人数 612 463 425 782 718

百分比 40.80% 30.87% 28.33% 52.13% 47.87%

基于访谈法，随机选择 30名长治市某高中的学生进行访谈，按照访谈提纲了解

学生的自我管理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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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调查过程

将设计完成的调查问卷发放给随机选择的 1500名高中学生，由调查小组负责调

查问卷的发放与回收工作，并向接受调查的学生进行讲解。本次调查时间为 7天，

在学生基于匿名形式填写完该调查问卷后，由调查小组分析回收的调查问卷。经汇

总发现，本次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数量为 1480份，即回收率为 98.67%，符合调查问

卷回收率标准。之后，由调查小组通过利用分析工具对收集到的有效的调查问卷进

行汇总、分析，由此获得真实性、可靠性高的调研结果。同时，对访谈结果进行分

析，进一步掌握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现状。

3.2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

3.2.1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差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中的题目 1 至题目 5，总结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参与

度，调查结果如表 3-2所示：

表 3-2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主体性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人数 百分比

班主任有自习看班的必要性 1005 67.91%

有担任班干部的想法 472 31.89%

应由班主任管理所有班级事务 1067 72.09%

有班级集体荣誉感 1185 80.07%

学生应为班级管理主体 843 56.96%

该调查结果表明，在 1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学生认为班主任有自习看班的必

要性的学生占比为 67.91%，体现出大多学生只有在得到班主任的看管下能够规范自

我管理行为，而如果没有班主任的看班管理，容易出现班级混乱的现象，其中一半

的班级里存在“班主任在与不在两个样”的差别，有些学生的主动性学习都与班主

任相关。班主任在班里上课或者看自习的时间，学生可以自觉地写作业和完成班级

工作，而班主任不在班里的时间，学生表现出来的自我管理的参与度就较低。这体

现了学生对班主任的管理依赖性，即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低。

大多数学生并不愿意主动承担管理班级事务的责任，倾向于接受其他班干部的

管理，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差；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应由班主任管理所有班级事务，体

现出大部分学生并未拥有主动参与班级管理的积极性，自我管理意识缺失，缺乏自

我管理参与意识；很多学生有班级集体荣誉感，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愿意代表班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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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校的各种活动，为班级争光，这也体现出大部分学生具有以维护班级集体荣

誉为前提规范自我管理行为的意识，而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只

要科学引导学生自我管理与集体荣誉之间关联性，便能发挥自我管理意识的作用；

过半的学生认为班级管理主体是老师，由此可见，多数学生缺乏参与管理班级事务、

自我管理的意识，仍旧依靠班主任的管理，认为班主任是整个班级的管理者、主导

者，缺乏主体意识，认为只要听从家长和老师的意思就不会出大错。因为从小已经

养成了被安排好的习惯，所以在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总是把决定权交给他们，这样

对于学生自己来说，既简单又轻松。

3.2.2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参与度低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中的题目 6至题目 10，统计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人数，

调查结果如表 3-3所示：

表 3-3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参与人数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人数 百分比

会按计划练习特长 663 44.80%

在家会参与整理家务 456 30.81%

会制定在家学习计划 1094 73.92%

会坚持自己想法 208 14.05%

会自主安排事务 1114 75.27%

该调查结果表明，在 1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44.80%的学生能够按照计划练习

特长，73.92%的学生会制定在家学习的计划，体现出在现有的高中应试教育模式影

响下，高中学生逐渐形成了自主学习的意识，也意识到自我管理的重要性。随着学

生年龄的增长，对一些事物和现象的认知也会发生改变，认知过程也会加快。尽管

如此，仍有部分学生不能做到在家里或是在课外对自己的学习时间进行合理规划，

周一到周五学生下课回家，有的会按时完成老师的作业，有的则不然，经过了一天

紧张的学习，身体也很疲乏，一回到家就把学习抛至脑后，缺乏学习的动力，也有

的学生学习习惯不好，一边吃吃喝喝一边写作业，一边回复手机微信一边写作业。

在很多的家庭里，这样的现象屡见不鲜，部分学生会自觉按照计划练习特长，这也

和学生的个人自律性和坚强的意志有关。周日学生又被安排到了辅导班，这样也是

在遵循老师的要求上课、做课堂练习，辅导班的老师和学校老师的教学方法差不多，

不管是大小班课还是一对一单独辅导，主要还是老师讲授、学生听课，学生仍然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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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被动接受的地位，缺乏培养自我管理的环境，学生仍然缺乏自我管理能力；30.81%

的学生会参与整理家务，由于时间有限，学生会参与较简单的家务，比如洗碗、洗

袜子、收拾自己的房间等，而且在很多家庭中，学生的这些本是力所能及的行为被

物质化了，这也体现出大部分学生缺乏自我管理生活事务的主动性。75.27%的学生

会自主安排事务，但是仅有 14.05%的学生会坚持自己的想法，体现出少有的学生在

学习方面具有主观能动性，而绝大部分学生因缺乏自我反思、自我思考、自我管理

的意识，将精力置于机械、被动的学习过程。

3.2.3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主动性差

通过分析调查问卷中的题目 11至题目 15，总结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主动

性，调查结果如表 3-4所示：

表 3-4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主动性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人数 百分比

具备自我管理主动性 564 38.11%

会制定具体的办事计划 591 39.93%

自荐评为班干部 409 27.64%

会量化督促 919 62.09%

需要教师督促 1112 75.14%

该调查结果表明，在 1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仅有 38.11%的学生会主动进行自

我管理，而大部分学生在自我管理过程中较为被动，具备自我管理主动性较差，体

现出长治市某高中学生普遍存在自我管理处于被动的问题；39.93%的学生会指定具

体的办事计划，即有 60.07%的学生不会按照实施制定好的办事计划，依赖于老师的

管理进度，被动接受家长、教师的管理与安排，尤其体现在文理分科和高考填报的

问题上，学生在文理分科的阶段，有的学生会表现出很强的主见，选择上文科还是

理科之前，会对自己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反思和评价，对自己的喜好有清楚的认识，

在文理分班时可以对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还有的学生就是随大流，选择文理科的

时候随机的、主观的因素多，和好朋友要去一个班，我理科不好，那就选择文科。

在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有的学生就很清楚自己以后想要从事什么职业，要报考哪

个学校也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定的。有的学生因为考试失利等原因，可能会去上

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

在调查中发现，仅有 27.64%的学生会主动参与评选班干部，学生参与班级事物

特别能锻炼自己，开阔眼界，提升自我，但由于时间和自身条件的限制，学生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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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动性差，这也体现出学生缺乏主动的自我管理的意识，并不愿意参与班级管理；

62.09%的学生会量化督促，但是 75.14%的学生仍选择需要教师的督促，体现出仍有

很多学生的自我管理行为习惯的形成来自于学生量化督促、教师督促的结果，并不

会主动的进行自我管理。由此可见，长治市某高中的大部分学生自我管理仍处于被

动状态，不能正确认识主动进行自我管理、实现合理的自我管理理念的意义，体现

自我管理的价值。

3.2.4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行动力弱

通过分析题目调查问卷中的题目 16至题目 20，总结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

行动力，调查结果如表 3-5所示：

表 3-5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行动力调查结果

题目选项 人数 百分比

曾有违反校规、班规的行为 1117 75.47%

有参与制定班规的兴趣 275 18.58%

认为自己更具备担任班干部的能力 851 57.50%

具备参与管理班级事务的机会 533 36.01%

主动配合班干部工作 1328 89.73%

该调查结果表明，在 1480份有效调查问卷中，有很多的学生曾有违反校规、班

规的行为，体现出虽然长治市某高中制定了较为严格、完善的规章制度，但是因为

大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较低、自我管理行动力差，仍不能达到某高中要求的学生

自我管理意识、自我管理能力，这些学生也许就是那些上小学时经常不戴红领巾，

上课老是迟到，考试作弊，爱骂人的学生，由此可见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行动力的重

要性；仅有少数的学生有参与制定班规的兴趣；57.50%的学生认为自己更具备担任

班干部的能力，体现出此部分学生对自身的班级管理能力较具有信心，班级正是有

了这么一群人，有担当有作为，乐于奉献，才带动了整个班级积极向上的学习活动

氛围，这样的学生是我们工作的动力，也是未来的希望，他们不仅学习成绩好，而

且各方面也很优秀。

当然，在教育改革的环境下，不能片面的说学习成绩好就是好学生，各位老师

应该善于发掘其他同学的闪光点，学生做事不积极，学习不努力肯定是多方面的原

因造成的，要善于引导和鼓励，这也表明部分班干部的管理现状、管理水平并不能

符合所有学生的期望。36.01%的学生具备参与管理班级事务的机会，即其曾经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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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管理班级事务的活动，但是，仍有 63.99%的学生缺乏参与管理班级的机会，体现

出大部分学生的自我管理行动欠缺；89.73%的学生会主动配合班干部工作，体现出

大多班干部的影响力较大，能够得到学生的支持与认可，彰显出班干部于班级管理

中的作用。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行动力调查结果显示出，大部分学生因自我

管理能力低，使得自我管理行为欠缺，降低了自我管理效果。

3.3调查结果的原因分析

3.3.1普通高中学生关于自我管理的需求不足

调查显示，过半的学生认为班主任自习看班十分必要，三分之二的学生指出应

由班主任管理所有班级事务，由此可见，大部分学生过度依赖班主任的管理，而学

生的自我管理参与度低，这表明学生缺乏自我管理意识，不愿意主动参与自我管理。

经过进一步访谈，深入分析出现此问题的根本原因，首先是高中生因学业压力而产

生的焦虑情绪以及自身发展的特征影响其自我管理意识。高中阶段的学业任务重，

家长、教师、学校的要求高，高二分科，高三又面临高考难题，学校管理严，使学

生容易产生畏难情绪、缺乏自信心，认为自己难以应对学业和其他困难，多数学生

处于被动应对状态，因此也很难完成自我管理。同时，由于高中生的心理和生理还

不成熟，渴望独立，他们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和学习，但自控力又比较低，意志

不太坚定，还会表现出较多的冲动行为。

除了学生自身的因素外，家长与教师认为不能放松对他们的监督与管理，在长

期强制性管理的影响以及来自各方面引导的缺失下，他们更习惯听从家里的意见，

更倾向于接受来自于家长、教师、学校的安排。这样，学生自身就缺乏自我管理的

能动性、主动性。正是因为长治市某高中针对学生的管理观念引导不足，所有学校

就缺少自身的自我管理水平、层次制定相应的标准，最终难以激发自身进行自我管

理的积极参与行为。超过一半的的学生并没有主动担任班干部的想法。而事实上，

学生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都有着主动竞选班干部的想法和行动，都以能担任班干部

并能帮助老师完成班级工作为荣。他们不想竞选一方面是因为竞选班干部会被别的

同学误认成想出风头,另一方面很多学生是因为自顾不暇而放弃了竞选班干部的想

法。很明显，他们没有勇气也没有信心。而新时代的年轻人更应该展现崭新的风貌，

积极向上，有勇气有担当，迎难而上，不畏艰难险阻，所以在学校，更需要老师有

较高的综合素质来发掘学生的优秀品质，让学生学会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和学习。

在调查问卷的分析结果和访谈中，笔者还发现女生与男生相比，自我管理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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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较强，这与其自身的性格特点、思维行为习惯有较大关系。教师如果能在教学

过程中充分发挥女生自身细心、谨慎的优势，丰富自己的知识，严格要求自己的思

想，严格落实自己的行为，严格落实计划，提高自我管理的自觉性。

3.3.2普通高中学生缺乏有利的自我管理环境

在有效的 1480份调查问卷中，只有 30.81%的学生在家会参与整理家务，14.05%

的学生会坚持自己想法，体现出长治市某高中自我管理人数不足，引发此问题的主

要原因即为学生缺乏能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良好环境。00后的学生热情、自信、

充满朝气而又缺乏安全感，在学校的时间，老师在尽可能照顾每位学生的同时，还

要按时完成教学任务，有时也会忽略对学生自我管理的引导与培养。学生在这样的

原生环境中自然生长，因个体差异就会出现自我管理程度高低的差异。长治市某高

中学生受家庭成员关系、家庭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不利于其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很

多家长觉得学生只要把学习搞好，能考上好大学，其他一切不重要，学生也在生活

中长期依赖家长，并没有形成帮助家长做家务的良好习惯。首先，家长过度保护、

溺爱学生，帮助学生处理家中所有的事务会限制学生的独立性，造成学生逐渐丧失

自立、自理能力。现在很多家庭已经意识到不能对孩子的事情大包大揽，要尽早尽

可能地让孩子学会独立，学会自我管理。自己去便利店购物，自己保存消费记录、

管账，自己坐公交。这样的事情从小培养，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会慢慢形成自我

管理的意识。其次，大部分学生不能坚持自己想法、容易受到他人想法影响也是因

自我管理环境缺乏导致，目前，家长在处理学生问题时采取的教育方式并不合理，

倾向于帮助学生做出决定，无法让学生积极表达自身的真实想法。再次，许多家长

过分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偏重为学生创造学习的环境并进行监督，忽视其它各方

面能力的培养。

在访谈中，笔者问：“你在班级管理中扮演什么角色?处于什么位置？在家呢？”

学生 A说：“我在学校属于学习成绩好的，所以各方面还是都受到老师重视的，因

为我学习勤奋刻苦，平时表现好，学习成绩一直在班里前五名，高一第一次月考完，

老师就让我当了班里的学习委员，一开始我其实不太想当，怕耽误学习，后来习惯

了，觉得当学习委员也挺好的，可以帮助成绩差的同学，也可以更多的得到老师的

认可。”学生 B说：“这是因为部分学生家长自身缺乏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的观

念，而未能为学生创造良好的环境，学生不能在家庭环境的影响下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在学校环境中，教师关注的重点更在于学生的成绩，对其他方面的能力培养

不足，较少为学生提供自主活动的空间、缺乏自我管理的机会。同时教师在教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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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更多占据主导地位，学生习惯了被动接受知识，这都极不利于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的发展。

由此可见，长治市某高中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家庭环境对培养自我管理意识、

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有一定的影响，而为了能够解决此自我管理人数较少的问题，需

要高中学生家庭、学校、社会等各方面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家校结合，

教师在学校进行心理和学习习惯的引导，鼓励学生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敢于并乐于

挑战自己，促进自我管理的能力，关心成长，成就自我。

3.3.3普通高中学生缺乏自我管理观念的正确引导

通过应用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了解到，在与学生的谈话中，一些学生说：“在这

个以高考为大多数学生的自我管理的目的理念较为落后，进而造成部分学生的自我

管理处于被动状态，即不愿意主动培养自我管理意识。”这种以高考为目标进行自我

管理的较单一的、落后的观念，显然过度窄化了学生自我管理的意义，使学生难以

认识到培养自我管理能力是发挥自身主体性的重要体现，自我管理能力是影响其一

生发展的重要能力。以高考为目标进行教学，是大部分普通高中学校的做法，向高

考看齐，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虽然也意识到培养学生自我管理观念的重要性，但

苦于时间少、任务重，再加上班级学生人数较多，有时就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

觉。虽然有心培养，但又缺乏经验，没有方法，每次考试各班还有成绩考核的评分，

这关乎老师的年度考核和绩效工资，所以有时候就形成了老师对学习成绩好的孩子

会多关注一些，对那些每次考试都排在班级后边的学生就会少关注一些。

这样一来，时间一久，成绩相对好的学生在老师的督促下，会形成更加良好的

学习习惯，也会有较为完整的自我管理观念。相对而言，成绩差的同学，老师一找

谈话，大部分时间都是批评教育，让他自己找出成绩差的原因，要不就简单粗暴的

叫家长，家长来了，也是不明就里的一顿臭骂。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学生的自我管

理意识差，自我管理观念落后。如果我们的教师可以拥有较为先进的自我管理观念，

可以引导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自我管理意识，并不断更新自我管理观念，那真的

是终身受益的事，对学生来说是影响一辈子的大事，这样的好习惯会随着他的学习

经历，进而带动他的工作生涯。

在调查结果中，仅有 38.11%的学生具备自我管理主动性，27.64%曾推荐自己竞

选班干部，产生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即为学生的自我管理观念落后。通过汇总访谈调

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学生倾向于听从教师、家长的安排，而并不会发挥主观能动性，

体现出学生因自我管理理念落后而降低其自身自我管理能力。10名学生在接受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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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指出其不能主动进行自我管理的主要原因为其班主任全权决定班级管理事务，且

管理方式简单粗暴，没有正确理解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的重要性，而班主任的落

后的自我管理理念也使得学生并不具备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机会与环境。

3.3.4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能力有待提高

经调查发现长治市某高中的许多学生存在自我管理能力不足的问题，其中，仅

有 18.58%的学生有参与制定班规的兴趣，且 75.47%的学生曾有违反校规、班规的行

为，通过与 30名学生进行访谈、交流，了解到其曾经出现违反校规、班规行为的前

提是班主任未在现场。89.73%的学生表明其会主动配合班干部工作，但是 63.99%的

学生却并不具备主动参与管理班级事务的条件，不会参与到班级管理的活动中。

造成高中生自我管理能力不足，自我管理行动力差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学生受自

身发展局限性的制约，容易产生矛盾心理，难以认识到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重要性，

遇到挫折垂头丧气，面对诸多诱惑自控力不足，尽管其具备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自

我管理的机会也会以被动的态度面对。另一方面也是来自平时老师与家长的“一言

堂”，事事包办，拿主意，一副大家长的作风，有的家长觉得孩子还小，不懂得尊

重理解孩子，一直把学生当成小孩子，不敢放手，其实放手也是一种爱，一种理解。

我们也要懂得，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孩子，首先他还是他自己。家长和教师忽视学生

自我管理能力的培养，不肯放权让学生做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不敢放手让学生

在自我决定中学会负责，学会自我管理。普通高中阶段的孩子正处于青春期，有人

说青春期就是叛逆期，“狗不理”“鬼见愁”，这个时期的学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

的缺点，到那时正因为年轻，才不要惧怕失败，家长和老师应该尤为重视。除此之

外，学校与社会在倡导学生遵守班规、校规、法规，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提升自控

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等方面做得还不够。此外，由于各年级、各班级的规章制度制定

者为班主任，班规的制定过程与部分学生无直接关系，这是不利于学生培养自我管

理能力的。因为当这些规则关系到学生的切身利益时，比如你做不到按时值日，就

会扣掉相应的分数，或者会扣除相应小组的分数，这半个月不再颁发任何奖励，在

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学生行动力的形成。

最后，班干部是老师的左膀右臂，他们更容易成为自我管理能力强的人，要重

视其在班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一个班良好班风的形成离不开能够处处以身作则的

班干部，更离不开大家的努力，以小我带动大我，没有当班干部的意愿不要紧，只

要在平常的班务工作中，能够主动配合班干部工作，人人争先创优，就是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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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应对策略

针对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的现状和问题，我们应该勇敢面对，并不断摸索尝试，

加以改进，希望可以适时地把应对策略用到教学中去，注重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

力，让学生发挥自身的优势，成为学习和生活的主人。

4.1增强学生自我管理意识

基于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笔者问：“你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学生 A说：“每堂课都应该有自己的计划，除了老师布置的任务以外，对学业要有起

码的规划和认知，包括预习和复习，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的主要原因是在家父母代替

我做了很多日常琐事，在生活中对父母产生了依赖，不太会安排学习以外的时间。”

学生 B：“现在每天都有老师安排，我听老师的就行。”我了解到普通高中学生自

我管理问题表现为缺乏自我管理意识，而引发此问题的主要原因即为高中生自身发

展的特点和家长与教师过度管理。普通高中学生正处于青春时期，有其矛盾的一面，

他们有强烈的独立意愿，更具有活力、自信和创造力，但自控力还不足，许多时候

还存在依赖心理。因此，为了更好地唤醒高中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学校和老师应该

为高中学生提供锻炼展示自我的机会，丰富高中学生的课内外生活。具体措施包括：

（1）培养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管理、担当班级管理主体的意识

在普通高中学校内，班级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单位，是学生养成人格、学习知

识的重要场所，班级是学生进行活动和学习的主要场所。
③
因此，老师应该有目的有

计划地培养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引导学生积极参与班级的各项管理活动，比

如和学生一起制定契约式班规，明确班规赋予学生的权利与义务，让学生逐渐意识

到自身在班级管理中的主体性。让学生自己管理班级，设立副班长轮流值周制，每

个人都可以轮流当副班长，增强班级责任心，形成爱我班、建我班的班级热潮。帮

助老师共同管理自我，管理他人，这样每位同学都有责任在肩的心理准备，想要管

好他人，先要管好自己，最起码每个人都有了自觉地自我管理意识。

基于传统的以班主任自习看班、班主任管理所有班级事务等为主的管理模式，

将会阻碍学生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为解决该问题，普通高校领导层、教师均应当以

引导、帮助学生教育自己、管理自己为方向，在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讨论，由

一个代表发言，从不同的角度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在带领学生主动参与班级

③
杨海荣，陈慧慧，张绵. 高中生职业生涯规划、学业效能感与学习动机的关系研究[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19(5):2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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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活动的过程中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整体能

力。

（2）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学生是普通高中教育的主体与对象，“以人为本”的理念符合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社会认知理论的内容，在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的过程中，注重在日常教育、管理

环节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激发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积极学习的兴趣，从

中不断发现和挖掘学生的潜能。学生首先是他自己，要尊重他，鼓励他做自己。老

师要有计划的增加学生间接触交流的机会，走到学生中去解决问题和困难，发自内

心地与他们交流，倾听他们的声音，征求他们对于班级管理和学校生活的建议，让

他们有可以畅所欲言的机会，尊重学生，逐步培养班级荣誉感、归属感。因此，从

自我决定理论出发，在主动培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的同时，还需要让学生树立主人

翁意识，提高学生的集体荣誉感，鼓励学生做生活的“有心人”“热心人”，解决

自我管理参与人数少的问题。

在班级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如学生在班干部选拔、班委会建立、

班级纪律制定等环节中积极参与，体现以人为本的观念。在班干部选拔中，尽量尊

重学生以学生为本，建立较为公平的选拔制度，不仅要看成绩，还要与更多的平时

表现联系起来，利用好班会时间，做好铺垫和宣传，以一小部分人来带动一大部分

人。让学生感到集体的力量，体会在集体中能够获得认同的幸福感。一个人只有在

集体中或者与别人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在班级纪律制定的环节中，邀请

学生来参加，共同制定班规，形成我制定、我遵守的新风尚。

（3）基于激励措施在实践活动中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普通高中学生处于青春期阶段，在承受较大的学习压力、心智尚不成熟的状态

下，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社会认知理论，为了能够逐渐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需要

注重通过应用激励措施，在实践活动中引导、帮助学生科学认识自己的能力，激励

教育是一种相对好的教育。例如，在日常学习、管理活动中，摒弃传统的由班主任

管理所有班级事务的方法，而是发现学生的自我管理重要性，以一带百，在学习上，

让成绩好的带动成绩差的，让积极主动的学生和消极被动的学生分组合作，鼓励学

生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地在学生范围内树立榜样，并对优秀、自我管理能力强的

学生进行激励、奖励，慢慢形成积极向上的良好班风。老师可以在班级管理中，进

行奖励学生的活动，口头表扬或者物资奖励。通过应用此方法，不仅能够培养学生

的自我管理意识，还可以在班级中增强凝聚力，增强学生的班级集体荣誉感，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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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够按照计划共同进步，完成学习目标。对进步了的学生一定要给予及时的口

头表扬，激励学生争取更大的进步。

（4）发挥班干部、班主任带头作用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

在班级里，三分之二的学生认为班主任有自习看班的必要性，表明普通高中学

生在管理方面仍对班主任有较大的依赖性，但是此现象并不利于其培养自我管理意

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为了有效解决此问题，可以注重发挥班干部、班主任的带

头作用。班干部是班级的“领头羊”，他的一言一行不仅代表班级的形象，还会对

班里的学生产生重要的影响。班干部和班主任带头做工作，其他同学肯定也更有干

劲，不甘落于人后，要引导班干部树立为其他同学服务的的整体意识，敢为人先。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可知具备优秀管理品质的班主任、班干部能够以身作则，

管理好自己的学习与工作，愿意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生活环境，为学生树立榜

样。同时他们更信任学生，鼓励学生相信自己，自信是一个人快乐的源泉，班干部

的自我管理意识更强，从而培养其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发挥自身的优势，完成

自我管理。在发挥班主任、班干部的带头作用的基础上，教师与学生通过师生与生

生之间的交流、沟通，经常关注学生的学习情况，在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时，要及

时引导和疏通，帮助他们找到问题的根源，解决问题，勇敢面对未来。一个自信的

班主任及班干部团队，会给整个班级带来活力、自信、团结的精神，因此我们要不

断强化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使学生能积极主动地参与班级管理与建设活动。

4.2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

对于普通高中学生而言，家庭、学校等方面为其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有

助于解决自我管理人数较少的问题。问卷调查结果、访谈结果表明，仅有 30.81%的

学生在家会参与整理家务，14.05%的学生会坚持自己想法，而其余大部分学生不能

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且自主管理想法会受到周边环境因素的影响。笔者问：“在

遇到问题时，你自己做决定还是愿意听从老师或家长的安排？”学生 A说：“我已

经习惯了听从父母或者老师的安排，这样省去了不少麻烦，少走很多冤枉路。”学

生 B说：“我喜欢自己做决定。”学生 C说：“我希望在父母或老师的指导下，自

己做决定。”根据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可知，为了解决普通高中学生自我

管理人数不足的问题，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

（1）转变教育观念，为学生营造有利的自我管理家庭环境

在当前的家庭教育环境中，许多家长溺爱孩子，过多关注学习，对孩子的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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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包办代替，有的学生并不会主动参与整理家务的活动，且接受访谈的部分学生

也指出现有的家庭环境并不利于其发挥主观能动，不利于其培养自我管理意识。为

了解决此问题，家长需要转变教育观念，不只为高中学生提供优越的生活与学习条

件，更应当教育学生承担起整理家务的责任，自己收拾房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安排

自己的学习，也会有长期的消费计划，还要引导学生按计划练习特长，有的学生因

为学习习惯不好，每天的时间不够用，作业不能按时完成，更无法按计划完成一定

的特长练习，还一直觉得自己没时间。而有的学生不仅能高效的完成作业，其他方

面也很优秀，也都能兼顾，这就和学生长期以来形成的良好习惯和自我管理能力相

关。长期的自律成就了学生的各个方面，这也许就是我们眼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不仅学习成绩好，其他方面也很优秀。我们还要督促学生制订校外的学习计划，现

在从学校出来，学生就直奔辅导班，在自我管理的观念基础上有步骤地安排自己的

生活，也成为学生要掌握的一项技能。另外，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还需要家庭在营造自我管理环境的过程中，帮助学生消除依赖家长的习惯、意识，

不可对学生过于溺爱，而是帮助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增强学生的人际交往能力，

为学生通过主动的自我管理实现全面的发展提供健康的家庭环境。

（2）通过家长正确的引导培养学生自理、自立的能力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可知，为了能够为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

理营造适宜的家庭环境，家长应该积极地引导并逐渐培养孩子自理、自立的能力，

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家长要为孩子营造有爱的家庭氛围，以身作则，教会学

生独立和爱。
④
为此，家长并不是让学生放任自流，感受不到来自于家庭的温暖，而

是需要与学生共同商量，一起形成比较关键、重要的决策，来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

意识。从家庭小事做起，让学生决定自己的事情，规划自己的学习，自己能判断好

坏是非。在学生表达自身真实的意愿时，家长应充分尊重学生的观点，并在此基础

上给予科学、合理的引导，有家长丰富的人生经历，给孩子以指导性的建议，让他

自己做判断，培养自理和自理的能力。在提高学生自理、自立的能力方面，家长要

促使学生形成更加独立的人格，有自己的主见，关键时刻自己可以做判断、做决定，

从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3）为学生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校园环境

长治市某高中学生自我管理调查结果表明，近一半的学生会自主安排事务，但

是现有的校园文化环境并不利于学生继续培养自我管理意识。同时，根据人本主义

④
沈适菡.实用教育学[J].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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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理论可知，只有让学生树立主人翁意识，让其感受到其在学习、班级管理等活

动中的重要性，才有助于高中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因此，普通高中应注重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校园环境，在校园中形成鼓励学生提高自身素质的竞争、学

习氛围，学生以此为荣，使自身的努力获得肯定，优势得以发挥，提高自我管理能

力的兴趣与积极性得以激发。普通高中的校园环境影响着学生的思想观念，尤其如

果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差，其更需要促进自我管理能力，否则会限制学生的发展方向。

因此，学校更需要注重为学生营造良好、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倡导严谨、创新、

敬业的教学风气；求真、刻苦、善思的学习风气，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

引入先进的自我管理理念，和国际学校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借鉴国外学生自

我管理经验。学校会经常邀请国际学校的师生到校交流，并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到访

环境。学校的办公室会提前准备一个讲座，向学生介绍如何与外国人交谈、展示自

己，理解容忍和文化融合，在自由活动中如何进行自我管理。外国学生走进课堂，

英语老师让中外学生自由交谈，不管是英语口语好的或者不好的学生，他们都尽可

能展现自己的风采，有时候手脚并用，连说带比划，这样使我们的学生感受到平时

学习的不同乐趣。在课堂上，学生还发现当他们在学习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老师总

是习惯引导和帮助他们去找到正确答案，而国际学校的老师却总说“不知道”，让

学生自己去寻找答案。学校体育专业的学生也自己策划并为他们表演了太极拳，介

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两国的老师和学生饶有兴趣地互相学习，加强了文化交流。

最后，在他们离开之前，学生会也安排自告奋勇表演节目的学生为远方的来宾准备

一场演出，不同的语言，一样的笑脸。

总之，这些丰富的课外活动，使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使他

们变得更加自信，从而更加积极地面对困难，面对生活。很多家长说：“现在我更

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会送他出国留学。” 这些丰富多彩的课

外活动是学生第二课堂，给学生提供了充分发挥自我管理能力，实现自我价值的机

会。让学生会拥有自主安排事务、执行已经制定的计划的机会。

（4）为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以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为支撑，利用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通过应用

报刊、电视、广播等多媒体平台宣传高中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重要性。学生教

育是家庭、学校、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教育给孩子赢得未来，孩子最终通过教育

走向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积极向上的社会舆论激发学生提高自我管理

能力的动力与兴趣。对此，学校可以多媒体途径为支撑营造社会环境，在校园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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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范围内形成肯定高中学生、尊重高中学生、支持高中生主动探索、发挥高中生作

为社会成员积极作用的社会舆论，不断激发高中生的主体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主

动进行自我管理。做好对学生的引导是很关键的一步。发挥社区功能，让学生在社

区中帮助老人，扶助弱小，开阔眼界，实现良好的自我管理。建立校外培训基地，

尽可能地为学生打开学校与社会地有效联系。另外，可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

正确的分析，引导高中学生具备思考、辨识社会问题的能力，提升社会使命感，使

高中学生意识到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性。学校还充分利用课外资源、社会资源，

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每年 3月 15日植树节，学校团委可以组织学生参加植树

活动。在活动中，明确每个学生的任务，责任到人。在全国交通安全日那天，学校

还邀请了城市交警举行交通安全讲座，使学生深刻认识到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为保

护自身安全敲响警钟，要求每个学生认识到珍惜生命的重要性，提高文明素质，增

强交通安全意识，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利用下午活动时间，让每位同学都参加地震

灾害逃生演练和火灾逃生演练，并轮流担任防火防灾的宣讲员，以学校自我管理的

小环境和社会自我管理的大环境，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通过这些课外活动，

学生学会了知识和技能，学会了坚强和理解，学生学会了更多的自觉和自信。

4.3优化学生自我管理观念

从问卷调查、访谈结果数据分析结果表明，长治市某高中的大部分高中学生的

自我管理较为被动，其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学生具备自我管理主动性，39.93%的学

生会制定具体的办事计划。由于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理念落后，造成其不能正确认

识自我管理的概念，也没有认识到高中学生自我管理理念的优化对于提高自身综合

素质的意义。因此，在解决普通高中学生存在的自我管理处于被动的问题时，需要

注重优化学生自我管理理念，在日常学习、生活中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能力。优化学

生自我管理理念的措施为：

（1）正确认识自我，转变自我管理观念

通过调查发现，只有 27.64%的学生会自荐评为班干部，大部分学生并不愿意选

择参与班级管理、自我管理活动，他们需要依赖于教师的督促作用，出现这种情况

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数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才能优势、心理状况、生理状

况，他们可能认为自己表现一般，不会有太大成就，不必进行自我管理。这显然是

一种不正确的自我管理观念。其实每个人都需要自我管理，对学习、生活、消费都

要有计划。每个人各有所长，任何人都需要正确认识自我，通过自我管理发挥自身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研究——以长治市某高中为例

26

优势，都可能成为有成就的人，静待花开。因此，无论是班主任还是任课教师，均

需要正确的引导高中学生正确认识自我，让其了解到各个学生之间存在区别为一种

正常现象，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更不需要以己之长比他人之短，不自卑，不自

负，做一个积极向上的好青年。只有当高中学生正确地认识自我的时候，才能在自

我管理过程中发挥自身优势，提高自身的综合能力。

（2）提高自我管理水平优化自我管理观念

在接受调查的长治市某高中学生中，有的学生会制定具体的办事计划，多数学

生因自我管理观念落后而忽视制定具体办事计划的重要性。基于自我决定理论、人

本主义学习理论可知，为了优化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观念，需要教学生学会运用一

些自我管理的策略，提高自控水平，控制自己的情绪，规划自己的人生和时间。
⑤
比

如利用言语自我调节，制定计划自我监督，也可以用心理暗示，给自己加油打气等。

提倡学生不要固步自封，不要总觉得别人比自己强，也别总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多

向别人学习，学习优点，而为己用。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其提高自控水平代表着学

生的心智在不断健全，且自控水平也关系着学生克服内外部困难的能力。班主任在

日常管理、教学期间，引导学生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办事计划，并对办事计划

进行细化，帮助学生逐渐摆脱教师的督促。

学习上，对自己的弱科要多花时间，多向老师请教，对自己有优势的学科要注

意继续保持，学会固强补弱的方法，真正地了解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不封

闭自己，而是逐步自我管理生活、学习等各方面，提高各方面的有序化、条理化，

做生活的有心人，善于计划，而又不拘泥于计划，生活琐事要有自信地对待，而不

是一遇到事就嫌麻烦，让学生感受到提高自控水平、优化自我管理观念带来的效果，

进而为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奠定基础。

（3）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成为优化学生自我管理观念的保障

高中学生的学习、生活环境为班集体，由于此阶段的学生心智尚不成熟，自我

管理观念落后，所以，需要由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帮助学生不断优化自我管理观念，

进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安排教师外出培训，利用暑假的时间进行网上师资培训，

利用每周二教研活动的时间，集体讨论互相交流，总结各个班级的经验教训，充分

了解自己班级情况，建立自己的班本课程。其中，班主任的作用较大，为了达到此

目标，需要班主任对学生细心的指导，在班级管理及各项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地位，适当调整对学生的督促方法，让学生拥有参与班级管理、自我管理的机会。

⑤
黄济.中学教育学[J].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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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队伍自身需要通过相关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整体的综合素质，多读书，多交

流，了解树立学生自我管理观念的重要性。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师要严格要求自己，利用好各种好的学

习和进修的机会，努力让自己胜任工作，学有所成。教师要多阅读研究文献，提高

自己的理论水平，用理论指导实践，在进步中成长。学校应定期对教师的品德、素

养、技能等要素进行考核，做个好老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在师德师风建

设上，教师也不能放松，要严格要求自己，做一个正直的人，要求教师注重提高自

身的职业素养和教学能力，有能力分步骤地通过应用自身的专业知识帮助学生优化

自我管理观念。

4.4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目前，高中学生普遍存在自我管理行动力差的问题，经调查发现，在没有教师

监督的情况下，在校的学生曾有违反校规、班规的行为，且只有少数的学生有参与

制定班规的兴趣。笔者问：“请你对自身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价？”学生 A：“如

果学科老师严格，学生的纪律会更好。”老师 B说：“一般说来，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有高有低，做作业和其他学习活动的完成有区别，大部分学生在课堂上能认真

听课，但也有睡觉的同学，也有交头接耳说话的。”为了提高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需要注重为学生提供参与管理班级事务的机会，激发学生主动培养自我管理

意识的积极性，通过让学生拥有参与制定班规的兴趣，感受到提高自我管理能力的

意义。通过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解决其自我管理行动力差的具体措施包括：

（1）增强班级管理透明度，规范学生自我管理行为

有的学生认为自己更具备担任班干部的能力，而为了能够发挥高中学生的主观

能动性，应在制定班规、竞选班干部等日常管理活动中增强班级管理的透明度。同

时，明确要求学生需要了解班级规定、学校规章制度，规范学生自我管理行为，在

教室中设置班级管理规定公示栏，用于张贴违纪处罚结果、学生职责、文明礼仪常

规、中学生守则等，每位同学在班级栏里都有相应的积分，违反规定就扣除，有积

极向上的表现还会加分。不搞小团体，让每日的副班长专门负责加扣分工作。让学

生时刻能够感受到提高自我管理行动力、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重要性。通过增

强班级管理透明度，善待别人，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信任。班主任可以在学

生参与班级管理期间了解学生的自我管理行动力水平，进而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培养

学生自我管理能力的方案，让学生参与班级方案的制订，有利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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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生的利益着想，使学生有共鸣，鼓励学生加入学生会，学生会的工作虽然在时

间上有些影响学习，但真正的投入到学生工作中去，会更好的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

能力，这样更有利于规范学生自我管理行为，逐步提高学生自我管理能力。

（2）由个人到集体全面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通过与学生进行交流，了解到许多学生片面的认为学生的自我管理仅是班干部

之间、学生个人的自我管理，而在分析自我管理的概念的过程中，认识到高中学生

的自我管理应为所有学生的自我管理，而为了能够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需要

所有学生共同参与自我管理，发挥由点及面的作用。
⑥
笔者问：“你认为如何能够培

养自我管理意识和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学生和教师都谈到了一些建设性的做法，

但还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在综合考虑学生和班级实际的基础上，可以采取一些具体

的可操作的方法逐步引导全班同学都调高自我管理能力。例如，在制定值日生表时，

由班干部与本班学生进行沟通后进行排表，并选择填写值日情况，值日名单的学生，

采用轮流制。这样，每一位学生都能感受到被尊重，拥有共同参与班级事务的权利，

自主性得以发挥，也就更愿意进行自我管理。

另外，在班级内设置学生自我管理成长情况记录表，要求学生总结各个阶段的

自我管理情况，发现自身的优势，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逐渐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班务公开，让每位学生有事可做，有据可依，在学习上可以有自己的计划，可以主

动的制定校内和校外的计划，规划好自己的生活。由此，在全班乃至全年级、全校

倡导自我管理，唤起每一位同学的自我管理积极性，全体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都会

得以提高，学生所在班级成为先进的班集体，学生感受到集体荣誉感，更乐于完成

好自我管理。

（3）建立合作分组的方式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在学生之间建立相互依赖的关系，通过采

用合作分组的方式，引导学生充分认识自己的个性特征、学业水平、兴趣爱好、家

庭背景等因素，调动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积极性，也为学生科学的评价自我、

认识自我、提高自我管理能力提供机会。丰富小组活动，尽量地满足学生需求。通

过建立小组之间的彼此信任，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在应用合作分组管理模式

的同时，学生与教师、学生之间进行充分的交流，并在此过程中不断锻炼自己的人

际管理能力、自我行为管理能力，解决自我管理行动力差的问题。

为建立学生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可以奖励相互依赖、角色依赖、目标任务依

⑥
朱慕菊.走进新课程[J].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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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为方式，例如，将班规制定任务分配给班内所有的学生，明确各位学生承担的责

任，由此训练学生的自我技能管理、自我学习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在小组合作学习

中，老师要设立一个较为远大目标和理想，组织组员一起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进，

成为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老师也可以让学生为小组起一个名字，共同创立一

个口号，让学生在小组的互动中获得认同。设立组长负责制，负责日常收交作业，

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联络，信息的传达。同学之间要互助友爱，包括平时上课，有什

么听不懂的，要当日在小组内解决，组长负责监督组员把老师所划出的重点部分写

在自己的书上。组员之间互相讨论难题，讲错题，做到今天的事情今天完成。在这

样的一个小组里，学生之间互帮互助，把好的影响带给他人，把坏的情绪也在小组

里消化掉，提高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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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高中为学生成长发展的关键阶段，在此阶段引导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提高

自我管理能力，才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为学生的健康发展提供保证。本研

究基于文献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以长治市某高中为研究案例，调查该学校存

在的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并根据调查结果分析出现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的原因，

并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本研究所获得结论包括：

（1）普通高中学生的自我管理水平的高低受教育管理观念、家庭教育方式等因

素的影响。其中，来自于高中学校的管理更关系着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引导高中

学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的主要目的为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通过自我管理约束自身

的行为，帮助学生增强集体荣誉感。

（2）普通高中存在的学生自我管理问题主要体现在自我管理的主体性差、自我

管理参与度低、自我管理主动性差、自我管理行为欠缺。造成出现上述问题的根本

原因为普通高中学生关于自我管理的需求不足、缺乏有利的自我管理环境、缺乏自

我管理观念的正确引导、自我管理能力不足。

（3）以社会认知理论、自我决定理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为支撑，根据普通高

中学生自我管理现状，为了能够保证学生可健康发展、提高竞争力，则需要注重培

养学生自我管理意识、营造良好的自我管理环境、优化学生自我管理理念、提高学

生自我管理能力。

在研究中，因个人研究时间、研究能力不足等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在随机选取

调查对象时仅选择了部分学生，且结合长治市某高中的实际情况，因此，不能保证

所提出的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对策能够符合所有普通高中的需求。因此，在日后

的研究中，将会更加注重扩大调查范围，从而提高所提出的问题解决方案的实用性

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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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

你好，感谢你参与本次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请您根据自身的实际情

况进行回答，感谢你的配合！

性别： 年级：

序号 题目 是 否

1 班主任自习看班是否有必要性  

2 是否有担任班干部的想法，喜欢现在的班集体  

3 是否认为应由班主任管理所有班级事务  

4 是否有班级集体荣誉感  

5 是否认为学生为班级管理主体  

6 会按计划完成作业和练习特长  

7 在家参与整理家务  

8 制定在家学习计划，经常会和父母交流  

9 会坚持自己想法  

10 自主安排事务，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11 是否具备自我管理主动性，了解自己的优点  

12 是否制定具体的办事计划  

13 是否自荐评为班干部  

14 是否会量化督促  

15 是否需要教师督促  

16 是否有违反校规、班规的行为  

17 是否具有参与制定班规的兴趣，常常觉得时间紧张  

18 是否认为自己更具备担任班干部的能力  

19 是否具备参与管理班级事务的机会  

20 是否主动配合班干部工作  



普通高中学生自我管理问题研究——以长治市某高中为例

34

访谈提纲：

1.请对你自身的自我管理能力进行评价？

2.在班级管理活动中，你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处在什么位置？

3.在遇到问题或困难时，你是如何解决的？

4.你缺乏自我管理意识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5.你认为如何能够培养自我管理意识、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6.如果学校举办活动，你会怎样积极准备？

7.如果你学习成绩退步，你会用什么办法提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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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非常感谢我敬爱的导师——张夏青副教授，她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着我，用

平易近人的话语指导着我，她开启了我研究教学的新思路，把我带向浩瀚的知识海

洋，给我带来明媚的清晨曙光。

待未来，我将把山大精神融入到我的工作中，努力践行我的理想，实现自我价

值。

非常感谢山西大学给我提供了这次学习机会，在这个学习平台上，我学会了教

育理论的综合知识，我得以领略教授、大师的风采，每位老师的课都令我茅塞顿

开、心生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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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王琼

性别：女

籍贯：山西省潞城市

个人简历：

2001年 9月—2005年 7月 山西大学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07年 7月—2015年 9月 山西省潞城市一中 教师

2015年 9月至今 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 教师

联系方式：

电话：18603510866

电子信箱：30069137@qq.com



承 诺 书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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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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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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