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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现状、特点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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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法对 552 篇文献进行统计，在分析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年度分布、期刊

分布、学科分布、作者分布以及关键词分布的过程中，发现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虽然跨越了多个学科，逐

渐发展且趋近成熟，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研究不够深入、研究大都遵循一定的研究范式，缺乏创新等。

因此，为了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更加深入，后续的研究者可以在厘清课堂问题行为的核心概念、重新审视

课堂问题行为的分类、辩证看待学生课堂行为表现以及重视学生自我教育的力量这几个方面做详细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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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问题行为是指学生或教师在课堂中发生

的、违反课堂规则、程度不等地妨碍及干扰课堂

活动的正常进行或影响教学效率的行为。［1］课堂

问题行为的发生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效，降

低了教师的教学效率，而且还增加了课堂管理的

难度。加强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既顺应了教师

和学生的需求，又丰富了课堂管理理论。

一、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现状

笔者从文献的年度分布、期刊分布、教育体

系分布、作者分布和关键词分布等方面展开课堂

问题行为研究方面的分析。为了全面地了解相关

研究的现状，运用中国知网 ( CNKI) 自带的高级

检索，以“课堂问题行为”为关键词，2018 年 7

月 1 日，采用人工筛查的方法，从中国知网上获

取关于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文献共 552 篇。通过

文献计量分析法，对这 552 篇文献进行统计和分

析，可以总结出目前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特点。

下面就文献的相关分布作详细具体的说明。

( 一) 年度分布

通过研究文献在不同年代分布的状况可以揭

示出某一学科领域产生、发展与成熟的过程，可

以 了 解 该 领 域 的 研 究 历 程， 以 揭 示 其 发 展

趋势。［2］

查阅文献可知，我国关于课堂问题行为研究

最早的一篇文章是 1989 年王北生在 《心理学探

新》期刊上发表的 《关于处理课堂问题行为的

研究》［3］。可将课堂问题行为研究分为三个阶

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 1989—2000 年，共有 15 篇

文章，此时研究处于初步启蒙阶段，发文量平稳

增长; 第二个阶段则从 2001—2010 年，共发文

162 篇，此时研究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发文量快

速增长; 第三个阶段是从 2011 年到至今，共有

375 篇，研究仍然处于发展态势但尚未成熟，其

间出现了起伏，有了阶段性的变化，在 2011 年

和 2015 年分别出现了两个高峰。课堂问题行为

研究历年发文量具体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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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9—2018 年课堂问题行为研究论文发文量①

( 二) 期刊分布

经笔者统计，1989 年以来，各类期刊共刊

发 385 篇课堂问题行为研究论文，其中核心期刊

刊发了 19 篇。共有 127 篇硕士论文、1 篇博士

论文探讨课堂问题行为。第一篇关于课堂问题行

为研究的硕士论文，是 2001 年雷爱华的 《论课

堂问题行为》［4］。2014 年武汉大学王明月《基于

汉语国际教育的多维度课堂问题行为分析模式研

究》［5］是迄今为止唯一一篇博士论文。统计结果

如图 2 所示:

图 2 1989—2018 年关于课堂问题研究的期刊、硕博论文发文量

历年期刊发表的论文数虽然偶尔有起伏变

化，但总体来说，呈上升趋势，而且期刊的种数

也越来越多样化，说明关注此项研究的平台越来

越多。有关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硕博论文，其历

年发表量从总量上来看，明显不足，但是从发展

趋势看，呈现增长态势。
( 三) 教育体系分布

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按照横向层次结构划

分，可分为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

等教育。利用文献计量的方法统计相关文献在教

育体系各层次中的数量分布，能直观看到各个层

次教育主体的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总体情况、主

要研究方向和研究对象。在 552 篇关于课堂问题

行为研究的相关文献中，经笔者统计，明确教育

层次的文献有 334 篇，以此为统计样本进行分

析，结果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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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教育体系分布

研究内容 学前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总计

文献量 ( 篇) 5 86 192 51 334

比例 ( % ) 2 26 57 15 100

从表 1 可知，在教育层次上，课堂问题行为

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中等教育层面，其占比高

达 57%，说明相关学者更多地关注初高中生的

课堂问题行为。在 334 篇统计样本中，有 39 篇

是关于普通高中生课堂问题行为的文献，占比为

12% ; 有 78 篇文献是涉及中职生课堂问题行为

的研究，占比为 23%。这说明学者对于中职生

课堂问题行为的关注度比普通高中生的关注度

高。但在学前教育层面上，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

教育体系分布率仅占 2%，说明学者对于幼儿课

堂问题行为的关注度较低。
( 四) 作者分布

Hisrhc 教授首次提出 h 指数这一创新性的

计量评价指标，但由于其给出的定义仅是对科

学家个人而言的，赵基明等人作出了广义的 h

指数定义: 当评价对象发表的论文中有 h 篇论

文的被引次数大于等于 h，且其余论文的被引

次数都小于等于 h 时，此 h 值即为该评价对象

的 h 指数。［6］举例来说，一位科学家 ( 一个科

研群体或 一 种 学 术 期 刊 ) 的 h 指 数 为 20 时，

表明在该科学家 ( 科研群体或期刊) 发表的论

文中被引次数达 20 次以上的论文至少有 20 篇。
h 指数作为量化科研人员作为独立个体的研究

成果的衡量指标，具有简洁、清晰、易测算的

特点，能 够 比 较 准 确 地 反 映 一 个 人 的 学 术 成

就。之后杨军又自创了 “加权 h 指数” ( 篇数

× h 指数) ，用来测 算 某 研 究 领 域 作 者 的 影 响

力。［7］加权 h 指数将发文量和被引量很好地进

行了结合，既弥补了数量统计的缺憾，又客观

地描述了作者在该领域的综合影响力。笔者借

鉴 “加权 h 指数”来统计在课堂问题行为研究

方面具有综合影响力的作者。如表 2 所示，该

表采选 h 指数大于等于 2 的作者的加权 h 指数

作为主要排序值。

表 2 比较有影响力的作者

排序 作者 篇数 h 指数 加权 h 指数

1 孙影娟 7 5 35

2 张彩云 6 5 30

3 孙野 4 2 8

4 李自璋 3 2 6

5 孙寿鹏 2 2 4

6 崔英锦 2 2 4

7 赵富才 2 2 4

8 孟庆男 2 2 4

9 曹绍炼 2 2 4

10 李子华 2 2 4

11 张思炜 2 2 4

12 闫娜 2 2 4

从表 2 可看出，h 指数大于等于 2 的作者只

有 12 位，发文量共 36 篇。而关于此项研究的学

者很多，但是深入研究的高影响力作者却屈指可

数，而且发文量最多的学者也仅仅发文 7 篇，说

明了持续追踪此项研究的学者更是寥寥无几。
( 五) 关键词分布

关键词是对文章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能

有效地将文章的研究目的、对象、方法和结果等

组织起来。［8］在中国知网上对这 552 篇文献进行

可视化分析，关键词分布如图 3 所示。但是，由

于中国知网可视化分析只能详细分析 200 篇文

献，又因原文下载频次能够反映研究人员对于原

文的关注程度以及该主题的研究背景与依据，所

以笔者选取了下载量排名前 100 的文献进行重点

研究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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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课堂问题行为研究关键词分布

可视化分析中，前 10 个关键词依次是课堂

问题行为、问题行为、课堂管理、对策、策略、

小学生、管理策略、应对策略、原因、课堂教

学。由此可知，关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大都集

中在探讨问题行为出现的原因以及应对策略方

面。又通过阅览下载量排名前 100 的文献发现，

从研究对象上来看，以小学生为对象的有 20 篇，

中学生为对象的有 12 篇，以职校生为对象的有

5 篇，以大学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的有 3 篇，论

述智障儿童、自闭症儿童、民工子弟学生的课堂

问题行为分别有 1 篇; 从行文逻辑上来看，重点

论述课堂问题行为的现状、原因和策略的文章一

共有 18 篇，在策略探讨中强调课堂问题行为的

干预、控制和矫正的文章共 14 篇，专门探讨课

堂问题行为的表现、判断标准、类型和特征的共

有 6 篇，结合时代背景或在理论视角下探讨课堂

问题行为的文章共 5 篇。

二、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特点及发展

趋势

其一，从研究阶段上来看，课堂问题行为的

研究逐渐发展且将近成熟。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

代就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此后在近 30 年的探索

中，发文数量持续增长，尤其在近几年，研究快

速发展，且逐渐成熟。前文中图 2 显示，博硕论

文量逐年增加，而博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与研究

内容都是经过了学者的深思熟虑，专业性强，内

容新颖，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由此也说明了关

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可

以推测，关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相关研究仍然会是

后续研究的热点以及学者关注的焦点。

其二，从研究成果上来看，课堂问题行为的

研究不够深入，呈现低端化。查阅研究成果发布

平台，发现核心期刊刊发课堂问题行为研究论文

的数量尤其低，仅占期刊刊发总量的 5%。而

且，在分析文献的过程中，发现只有 10 篇文献

获得基 金 项 目 支 持，其 中 国 家 级 课 题 有 4 篇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分别有 2

篇) ，省部级课题有 6 篇。此项研究获得的基金

项目支持少，且尚未得到权威性期刊的认可，说

明研究需进一步加强，积极立项，给大众呈现更

多优秀的研究成果。
其三，从研究人员上来看，主要表现在研究

人员多，深入研究少; 独立作者多，学者间相互

合作少。观察作者分布图可知，进行课堂问题行

为研究的学者很多，但是参考加权 h 指数，发现

追踪深入研究的学者太少，而且作为独立作者且

只发表一篇文章的学者比比皆是。

其四，从研究内容上来看，研究大都遵循一

定的研究范式，很多学者会不可避免地探讨课堂

问题行为的现状、原因和对策，而且大都是从干

预、预防和矫正这三个方面来改善学生课堂问题

行为。在已有研究中，宏观研究多，中微观研究

少。但是，近些年来，也有学者会将研究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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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分析小学生 “出神”这一课堂问题行为以及

探讨教师情绪对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影响。所

以，研究出现了从宏观走向中微观的发展趋势。

其五，从研究对象上来看，关于课堂问题行

为的研究，跨越多个学科，研究对象趋于多元

化。将可视化分析和下载量前 100 的文献综合起

来进行观察，发现研究对象几乎涵盖了各个年龄

阶段以及多种类别的学生，却还是以中小学生课

堂问题行为研究为主。但是，从发展形式上来

看，研究的焦点出现了逐渐从普通学生向特殊学

生、由中小学生向低龄儿童转移的趋势。

三、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建议

关于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学者们均遵循一

定的研究模式和研究范式，造成研究的内容“大

同小异”，失去了研究的创新性和有效性。笔者在

综合分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课堂问题行为的

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新

的研究思路，以此弥补研究的薄弱和空白。
( 一) 厘清课堂问题行为的核心概念

关于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界定，大多数学者

认为违反了课堂规则、破坏了课堂秩序、影响了

教学活动的正常进行就是课堂问题行为。但是，

现实生活中，有很多学生课堂上并没有影响教学

活动的运行和他人的学习，充其量只是影响了自

身的学习和发展。而这类行为，如出神发呆、极

端羞怯害怕等，我们同样可以称之为是 “课堂

问题行为”。因此，后续研究者在进行课堂问题

行为研究时，首先要厘清课堂问题行为的核心概

念，明确课堂问题行为的判断标准，改变以往以

“课堂教学常规”为唯一判断标准的界定模式，

加强对课堂问题行为的内涵认识。
( 二) 重新审视课堂问题行为的分类

学者们对于课堂问题行为的分类，大都沿用

孙煜明的二分法，根据学生行为表现的倾向性将

问题行为分为外向性 ( 如行为粗暴、冲动、顶

撞老师等) 和内向性 ( 如沉默寡言、发呆、害

怕被老师提问等) ［9］。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只是

考量了学生的外在行为，而没有涉及学生的内在

心理。纵观当前，很多学生对课堂问题行为持有

狭隘的理解，认为打断教师教学、影响他人学习

才是问题行为，而对影响自身发展的问题行为则

认识不到位。因此，后续研究者在进行课堂问题

行为研究时，要加强对学生思想认识的引导和教

育。对课堂问题行为进行分类研究时，可以将学

生的意识和行为统筹起来综合考虑。按照学生行

为表现的倾向性以及教师是否能明显察觉，分为

显性问题行为和隐性问题行为; 根据学生的意识

情况，即能否意识到此行为是问题行为，分为有

意问题行为和无意课堂问题行为。因此，我们将

课堂问题行为具体分为: 显性有意课堂问题行

为、显性无意课堂问题行为、隐性有意课堂问题

行为和隐性无意课堂问题行为。
( 三) 辩证看待学生课堂行为表现

关于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表现，学者们普遍

认为学生课堂上大声喧哗、经常插话打断教师教

学就是课堂问题行为。但是自 2001 年实行新一

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以来，就大力强调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加强学生课堂参与，尽力发挥学生的

自主性和能动性。而且，教育学界一直倡导的主

体性教育思想和素质教育方针，都主张要尊重学

生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大胆参与和勇敢表达。

因此，在现实的课堂教学情景中，对待学生的课

堂表现，需仔细斟酌，对于学生行为应持有一种

更加开放和包容的态度，用辩证、发展的眼光、

多方面看待学生课堂行为表现，以免打击学生学

习积极性。
( 四) 重视学生自我教育的力量

学者们在探讨学生课堂问题行为的解决方案

时，多是加强学校监管和教师的引导教育。针对

学生课堂问题行为屡禁不止的现象，学校不仅会

制定严格的管理条例，还会加强校务人员以及各

科教师对其行为的管制。但是，学校却忽视加强

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严格的管理条例或

是教师的引导教育，对学生来说都是外在力量，

可能会收到一定的教育效果，但并不长久。若是

引导学生学会了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学生就会

自觉地把外在要求内化为自我进步的动力，主动

约束课堂行为。如此，教育效果既长久又有效。

因此，后续研究者们可以把关注的焦点更多地移

到学生身上，对学生抱有信心，积极引导学生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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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教育，提高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
( 五) 拓宽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视角

目前，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人员多是一线教

师，运用的策略也大都是经验的总结，经验知识

固然重要，但是缺乏科学性和普适性。当然也有

少部分的理论研究者，然而，运用的理论也都固

定在教育学理论，只有少数会涉及到心理学范

畴。其实，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是涉及多理论、

多方面的，比如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生态

学等。因此，在后续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中，学

者们应拓宽研究的视角，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

将教育学理论、心理学理论以及管理学理论等有

效贯通，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充分融合，从而

全方位地解决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

四、结语

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部分学者

对课堂问题行为的研究存在着重复和重叠的现象，

由此既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浪费，也使得

研究失去了时效性。笔者运用文献计量分析，借

助图表的形式对课堂问题行为研究的现状做了直

观的描述，进而总结研究的特点，预测其发展趋

势。在分析概括的过程中，也对当前课堂问题行

为的研究进行了一些思考。在积极推进基础教育

新课程改革的今天，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新时

代，该如何正确看待学生课堂行为表现，又该如

何判定学生的课堂问题行为。因此，关于学生课

堂问题行为的概念界定和内涵解析，应是后续研

究者首当其冲应该考虑的事情。另外，在多种理

论交叉融合下，该如何正确地发挥各理论的指导作

用，以及在多种教育力量支持下，又该如何正视学

生的教育地位，发挥学生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作

用，这同样也是后续研究者应重点考虑的问题。

［注 释］

①由于入库滞后，2018 年的数据会小于实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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