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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违规是一个常见现象，其原因为学生文化与代表主流文化的教师间存在冲突，冲突的原因主要

有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师生之间角色和目标的差异以及学校中不可避免的存在反学校文化等。教师应该正

确认识并理解学生文化，通过合适的教育方式，融合师生文化，改进丰富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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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管理中，教师总是以管理者的身份出现，选择有利于学生身心发展的社会主流文化，批

判和剔除有害于学生发展的社会非主流文化；而学生常以被管理者的身份出现，在文化的价值取向

上学生文化普遍被认为属于一种亚文化，与代表主流文化价值倾向相对，在受教师家长的引导认同

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与主流价值观相异的观点和行为方式。教师通常以校规为依据，管理

规范学生的行为。如果学生从一开始就潜在地认同教师所确立和传授的价值观念，就会自觉遵守规

范很少违规或不违规；但如果学生坚持并追求自己的特有价值观念取向，教师也保留自己的价值观

念不作妥协，在这种情况下 终会导致持不同文化的教师与学生在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上的对抗，

即产生师生文化冲突。 
一、师生文化冲突的主要表现 

（一）教师对校规权威的坚持和学生对校规权威的质疑 

当学生入校并取得学籍之时，校规就已经存在了。学生只需无条件地遵守它，而不是怀疑它，

甚至反对它。校规实际上具有了法律上格式合同的某些特征。但是，近几年来，有学生开始质疑校

规的合法性与合理性，如大学是否有权力禁止学生恋爱的问题，还有一些学生因不满学校按校规对

其的处分甚至将学校告上了法庭。如暨南大学的学生武某因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将学校告上了法庭；[1]

还有一些如大学生旷课学校是否有权开除学生等问题至今还在争议中。这些都促使人们开始反思校

规的权威性。还有校规中的有些条文，有规定但却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并不具有可操作性，如课

堂守则中对学生的仪容仪表有规定，那么学生违反的话会怎样呢？教师应该怎么做呢，校规赋予教

师怎样的权力呢，都没有相应的规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还按章办事，指责学生部遵守校规，

学生就会认为不合理，而导致冲突。 
（二）对校规规范对象的争议 

校规规范谁？规范学生的相关条例，是不是作为教师应该首先做到？教师违反了相关条例是不

是也要接受惩罚？  
案例：某男学生课后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吸烟，被教师劝阻，学生反驳，“为什么男老师可以抽，

我就不能抽？”（教学楼文明规范第二条规定，保持教学楼安静整洁，不吸烟等） 

学生认为，要想让学生遵守校规，教师应该以身作则；校规不光是约束学生的，而是约束在学

校里的所有人的，师生之间应平等对待。如果教师在校规的执行过程中持双重标准，也会产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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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估标准的单一与多样性的学生之间的冲突 

由于大学生都是成人，对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有自己的认识，当其价值与学校的要求不一致的

时候，往往产生一定程度的冲突。如教师认为遵守校规的才是好学生，作为学生不来上课是不对的。

学生认为好学生的标准是多样化的，我偶尔的旷课是有原因的，不能因为旷课就认为我不是好学生，

甚至开除我。有学生认为学生在上课前并不了解课程和教师，大学生都是成年人，在是否上课的问

题上有选择权。还有学生认为应该推行真正的学分制，而不要把精力放在抓学生是否上课上，经常

不来上课的学生可以不给他们学分，延迟他们毕业。 
二、冲突形成的主要原因 

（一）时代的变迁造成价值取向的多元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制度转型，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价值多元化，即在同一社

会里同时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价值观念体系。多元价值破坏了学校对学生影响和社会对学生影响

的和谐统一，并向体现传统的“主流价值”的校规提出了挑战，教师相对来说，代表着主流文化、

成人文化和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稳定单一，而学生在多元社会中接受的价值有些与校规是融合和互

补的，有些是冲突和排斥的，他们在各方面都未成熟、定型，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在多元的、变

化的社会中，双重或多元的价值标准及各种道德标准之间的差别冲突不可避免。 
（二）师生间角色与目标存在差异 

社会学把处于社会关系中特定的地位、身份、职位及其相应的行为规范模式叫做角色。在学校

生活中，师生间文化冲突的原因在于角色，即长期以来，教师在文化角色上充当的是“权威者”、“真

理代言人”的身份角色，高居于学生之上，而学生只能顺从权威、接受领导。师生间是一种制度化

的“支配与从属”关系，甚至彼此间含有潜在的对立情感。此外，根据沃勒的冲突理论，师生间常

有一种希望与欲求的冲突，就是教师希望把学生当作一种材料来加以塑造，按个人意愿来培养学生；

而学生则希望依照自己的方式自动地求知。这种角色和目标间的差异使师生间的冲突不可避免。[2] 

（三）学校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反学校文化 

社会中，并非每一个人对主流文化都能完全顺从。反文化指社会中少部分人的价值、信仰、行

为规范与基本的社会期待直接对立，即指某些人或群体试图分享社会价值，却因不断受到严重挫折

而以反抗并推翻现有文化规范或价值。大学生反学校文化是指大学生不能很好地适应大学生活，并

以各种违规或不当行为来反抗学校中的权威。一部分大学生因为对所上大学不满意，没有及时调整

心态，形成对学校的抵触心理，成为消极的反文化者。另一部分因为学生间的激烈竞争，如奖学金

的评定、班干部的选拔等。在竞争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会丧失竞争优势，转而颓废、玩世不恭

成为消极的反学校文化者。此外，反学校文化也被学生视为是思想、行为独立、有个性的表现。 
三、冲突的影响 

师生间的文化冲突有两种性质：一种是对抗性行为冲突，称之为恶性冲突；而与之相反的是非

对抗性的冲突，称之为建设性冲突。恶性冲突意味着冲突双方在某些价值观念上无法调和，出现行

为方面的对抗，同时伴有敌对情绪的产生，从而加剧冲突双方的紧张情绪。会削弱学校教育的实效，

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建设性冲突意味着师生双方的观念和价值将会集中地表达，这样教师与

学生不仅获得了一定的发泄不满情绪的空间，也获得了理解对方意图和想法的机会，从而为师生文

化的融合创造条件。建设性冲突会促使学生加深对校规的理解和体验，并且有助于改变校规中一些

过时的、不合理的规则，从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学校文化，推动学校教育的改革和教育质量的提高。 
由于多元化的社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价值冲突的发生，因此学生在学校中遇到其认为不合理的制

度和规范时，应学会如何去面对与解决，以适应未来的生活。 
四、冲突的解决 

大学师生在校规问题上的对立冲突的关系可以是由教师文化不适应学生文化而造成的，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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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学生不适应教师文化而形成的对立冲突。对于前者我们需要理解、尊重、接纳学生文化，对于后

者要通过教育、熏陶等方法加以转化和引导。 
（一）理解学生文化 

1．同辈群体文化对于学生具有重要意义。在同辈群体中，学生交往密切、互通信息，获得了群

体对社会、学校、家庭等周围一切人与事物的一致性见解，并逐渐形成了所属群体的特有文化，即

同辈群体文化。大学生离开家庭独立生活，同辈群体对他们而言尤为重要。大学生的同辈群体可分

为现实的，如室友、社团成员、同学等，也有虚拟的，如网络游戏、QQ 群等从未谋面的朋友。学

生在自己的同辈群体中可以分享信息、宣泄情绪、畅所欲言、张扬个性。积极的同辈群体文化能促

进学生的发展，如良好的学习风气；消极的会阻碍学生的发展，如班集体对缺旷课不以为然。 
2．学生文化是一种不断生成和发展的生活方式。学生文化是学生生活的写照，也是一种不断生

成和发展的生活方式，它不断受到学生自身及其同辈群体、学校教育、家长和社会等方面的影响，

不断吸收和接纳着成人世界的内容，学生文化接受主流文化的过程也可以看成是学生社会化的过程，

即保持其自身特征又在不断接受社会规范、行为准则、价值观念等文化传统的过程。同时对主流文

化也起到了丰富和补充的作用。因此教师应该教育、引导学生，也应该理解、宽容学生文化。 
（二）选择合适的教育方式 

师生文化间的冲突如果教师再扮演权威者的角色以否定、压制、排斥的方式处理，不仅不能解

决问题，还有可能导致恶性冲突的发生，因此需要探求合适的教育方式。 
1．以对话的方式学习校规，增进师生间的相互理解，提高学生对校规的熟悉度和认同度。这里

的对话指不同文化间进行平等交流，而不是用一种文化去压倒或替代另一种文化。学校可以在开学

之初，就校规和学生开展讨论。教师应让学生明白，校规包含三个层次的道德要求，即道德规则、

道德原则、道德理想。[1]道德规则是针对行为提出的，是具体可操作可测评，通常都是以“不”、“必

须”这样的字样提出。如不能打架斗殴，不能考试作弊等；道德原则表明一般情况下应该或必须怎样，

特殊情况下可以变通的道德要求，如勤奋学习、自强不息以及不在课堂上打瞌睡等；道德理想是对

态度情感提出的要求，是学校提倡的、希望学生去追求的 高的道德境界，如志存高远、坚定信念

等。因此有些校规是切实可行的，有些则表达了学校对学生期望。同时教师应该让学生明白他们在

校规中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如学生拥有申诉的权利，如果认为学校对其处分不合理可以提出申诉等；

教师也应该聆听学生对校规的意见和建议，针对学生有异议的校规，教师应该及时给予解释，也可

以组织活动，让学生站在管理者的角度去思考和理解校规。让学生理解校规制定的目的不在于压抑

学生、惩罚学生而在于使学生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作为，也知道教师的期望，从而选择适当的行为。 
2．创设和谐的文化氛围，接纳学生对校规的合理建议和意见，不断完善校规。解决师生间文化

冲突的方法之一是融合，即使它们成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取向的群体，为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前进。

学生对校规提出的合理建议和意见，应被看作是丰富和发展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是为了学校的发

展，这点上师生的目标是一致的，对这样的行为学校应该给予鼓励。学校应该创设由学生参与的修

改、完善校规的制度，并为学生诉求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提供方便的渠道。 
3．适度宽容违规学生。首先大学生也是受教育者，是正在成长发展中的个体，学校的职责是在

教育学生而不是惩罚学生，因此对于学生的违纪在一定限度内，教师可以予以宽恕，即不批评或者

暂缓处罚；对于经常违规的学生，可以讨论共同制定“防范协约”以避免不认同校规而导致的违规

行为。其次，在校规的执行过程中，教师难免以一元的标准来评价具有差异性的学生，评价标准的

不一也很容易引发冲突，因此学生违规时教师可以反思一下，是否应尝试综合、多元地评价一个学

生。 后，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说出甚至违规的原因，通过同辈群体间的讨论、辩论引发学生的反思，

并共同制定防范的措施。适度宽容是基于教师对学生的信任，展现了教师对学生的理解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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