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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高中生自我管理效能的路径探索

◎刘志铭
摘要：自我管理是高中阶段学生的必备素养之一。强化高中生自我管理不仅能够提升高中阶段学习效率、质量，也能

够为进入高等教育之后养成良好学习习惯奠定基础，进而实现在“终身学习”方面的正向驱动。本文立足高中班主任工作

职能，探索高中生自我管理效能强化的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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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高中班主任工作，针对学生的教

育包括“管理教育”和“自我教育”两种

模式，其中“自我教育”泛指在教育者所

创造的教育环境下，通过一定引导和激励

机制实现学生自我管理效能的强化，基于

自我激励、自我体验、自我塑造、自我进

取等方式实现全面发展。

一、以恰当的时机唤醒高中生自我管理

意识

意识是行动的内因，它反映为主体对

客体的体验、认知、思考、判断等行为，“自

我管理意识”是一种更高级的主观思考方

式，除了接受客体对主体形成的反馈之外，

还要有目的地去控制、创造、管理、转化，

在心理学范畴中可以认为是一种“自我对

象化”的表现。因此，唤醒高中生自我管

理意识是强化高中生自我管理效能的第一

步，前提是这种“意识”必须建立在正确

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基础之上，这也

是教师“管理教育”职能介入的意义所在。

以适当的时机唤醒高中生自我管理意

识，执行核心在于针对高中生“自我管理”

的教育内容与其接受能力、执行能力保持

一致，简单说，在“教育主题”的设计上

要密切围绕着高中生的身心规律展开，具

体包括三个方面：（1）围绕着高中生成

长的社会环境及发展方向的热点问题。（2）

围绕着高中生接受教育的学校、家庭、班

级及自身特点展开。（3）围绕着高中生

共同关注的话题展开；这三个方面，按照

高中生所扮演的“角色”空间范围，依次

从大到小、从务虚到务实排列，最终归结

在高中生学习、生活等各方面的自我管理

活动上。鉴于角色的差异——例如，从社

会角度来说，高中生是国家、民族、社会

发展的未来人才，在定位上应以“贡献”

为主题。

二、以多元的形式增强高中生自我管理

体验

事实上，高中生自我管理效能强化是

一个循序渐进的内省过程，作为班主任不

可能通过“教条性”“标准化”的灌输促

使教育对象达到一定自我管理境界，其“效

能”的形成模式可归纳为“外界刺激→自

我体验→良性引导→效能强化”，以“德育”

为例，从教育渠道获得德育素材是十分容

易的，但要达到德育素养的形成，还离不

开道德情感的渗透（外界刺激）和道德体

验的转化（自我体验），在此基础上班主

任需要通过具体的道德案例熏陶（良性引

导），让学生亲自实践，通过足以震撼心

灵的意义建构形成自觉的道德行为（效能

强化）。

落实到高中生自我管理活动方面，多

元化的形式是平衡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的

重要方式。班主任在进行组织的过程中应

遵循三个原则：其一，遵循“以生为本”

的原则，将学生塑造为活动的主体、教师

承担辅助配合职能。其二，遵循“民主公平”

的原则，在相关决议、计划、目标等设计上，

注重全员参加、全程参与、全票通过的形

式，这一过程本身就体现出“自我管理”

的特色。其三，遵循“实践验证”的原则，

在活动开展方面要规避“形式主义”。例如，

在主题班会的策划、组织、执行过程中，

将主动权交给学生，包括“主题筛选”“道

具准备”“会议流程”“主持人评选”等

各方面要素，学生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

民主投票、公平竞争，教师仅作为“列席”

即可；又如在“元旦晚会”的筹备方面，

包括布置教室、游戏互动、才艺表演……

等等，当学生遇到困难时（如材料采买），

教师可以给予一定的帮助，但不做过多的

介入和要求。多元活动形式的实施，能够

从不同侧面加强高中生自我管理体验，并

从中获取经验。

三、以科学的评价促进高中生自我管理

实现

如前文所述，班主任工作范畴中“管

理教育”和“自我教育”是相辅相成的，

缺乏教育管理职能的介入，高中生自我管

理效能的强化很容易“误入歧途”，甚至

影响人格健全发展——这源自于班主任作

为教育主体所具备的引导职能，无论从生

理、心理方面，都需要有效地发挥激励、

引导、完善等作用，其中科学的评价尤为

重要。

立足高中生自我效能强化过程的“主

体性”，教师所承担的科学评价呈现出“总

结性”价值，也可以认为它是对高中生“自

省”的一种评价，可从三个方面进行构建：

（一）学生自主制定的反省行动

针对不同的活动内容，学生可填写“自

我评价表”上交，由教师整理归纳并统一

给出意见，让学生再次根据自己的“反省

内容”进行对号入座。

（二）班主任建立学生自我管理效能

档案

以简单评价方式，对全班学生的成长

情况进行记录，采取自我管理效能优势、

劣势的对照评价，作为日后自我管理效能

强化指导的依据。

（三）吸引多样化主体参与到评价活

动中来

所谓“评价”不能仅仅是教师作为执

行者，学生、家长、社会团体、教育人士

等都可以提出自己的评价意见，以此提高

评价的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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