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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管理”理念下学生培养方法探索
——以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工程造价专业为例

白玉亮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000）

摘要：联动管理分为横向和纵向模式：横向联动主要依靠整

个年级班主任的力量，纵向联动则是依靠学生本人的中学班主任、

家长以及社会资源力量，管理规定：学生从早读开始到熄灯休息，

从仪容仪表到行为习惯等提出一定的要求，同时，班主任要以学

生为起点，首先要把学生的问题研究清楚，然后因势利导，因材

施教，实施班主任联动管理，整合年级各班主任和家庭等社会资

源的管理优势，进行班主任管理盲区补漏，分类管理，形成强有

力的管理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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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联动管理模式概述

联动管理分为横向和纵向模式：横向联动主要依靠整个年级

班主任的力量，纵向联动则是依靠学生本人的中学班主任、家长

以及社会资源力量。

1. 横向联动管理规定：对学生的道德素养、学业成绩、仪容

仪表、行为习惯等方面提出一定的要求，同时，也更加密切关注

学生的心理发展问题，实施班主任联动管理，整合年级各班主任

的管理优势，进行管理盲区补漏，分类管理，形成强有力的管理

方法和手段，1 位班主任管理中难免会出现管理盲区漏洞，而整

个年级班主任联动管理，尽可能会避免这种漏洞，能更好的教育

和满足要求，便于培养和转化学生。

2. 纵向联动管理规定：当真正面对学生问题的时候，必须纠

其因，才可理清思路，找到对应方法帮助学生。单靠整个班主任

的力量不足以解决学生所有问题，此时，我们更多的教育主体参

与进来，比如：学生家庭、中学班主任等学生相关联的人或者组织，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整合一切可以整合的资源和教育主体

去帮助和解决学生问题。

班级联动管理规定：学生从早读开始到熄灯休息，从仪容仪

表到行为习惯等提出一定的要求，同时，班主任要以学生为起点，

就是首先要把学生的问题研究清楚，然后因势利导，因材施教，

实施班主任联动管理，整合年级各班主任和家庭等社会资源的管

理优势，进行管理盲区补漏，分类管理。

二、引入管理模式，建立联动机制

（一）问题生的分类：

从学生问题类型上主要是指：学生的道德素养、学业成绩、

行为习惯、心理等出现了问题，从问题的严重程度上分为：轻度、

中度、重度三个等级。也就是分为轻、中、重的道德素养、学业成绩、

行为习惯、心理问题，轻度的问题是指能够经过班主任和学校的

横向联动教育后，能发生改变和转化，就是说学校的教育有效，

是能够通过学校的教育手段强化和转化过来的，中度和重度问题

生是通过常规教育手段所不能解决的，这时就要采取纵向联动模

式，整合家庭、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的力量，去解决学生问题。

（二）横向联动的管理架构以及工作职责：

1. 年级班主任架构

根据整个年级班主任的性别、带班年限和管理特点，再结合

学生问题类型，进行分类管理，管理优势侧重品德、心理疏导和

学业提升，管理优势侧重学业提升、心理疏导，管理优势侧重品德、

心理、行为习惯矫正，管理优势侧重品德、行为习惯矫正。

2. 年级班主任工作职责

根据学生问题的 4 种类型，年级班主任的管理优势和侧重点，

管理主次的身份按照男、女教师做一个职责范畴分类。

3. 纵向联动的管理架构以及工作职责：

（1）家庭：父母作为学生的终身教师，家庭教育作为学生的

终身课堂，家校互联互通，协调一致，共同强有力的帮助及爱护

学生，强调家庭必须参与进来的重要性，抓好家长日常的思想政

治工作，做到共同培养学生的目的，建立有效的家校联合培养计划、

落地实施、最终，追踪结案。

（2）中学班主任：对于问题生，要有对问题纵向追踪的诊断

意识和能力，这时就是要了解学生在中学的各方面表现，初步确

诊问题是新生问题和历史性问题，从而再次反复推敲、自我反驳

和质疑，最终找到问题真正原因，制定诊疗方案，从而借助资源

力量去帮助和解决学生的问题。

（3）社会其他组织力量：比如警务、医院、心理咨询诊疗中

心等一切可以联动的社会力量。

4. 联动管理的主旨

本着“创新、活力、联动、有效”原则， 对工程造价学生实

施结构调整和管理方式转变，班主任联动管理，每位班主任再动

员学生、学校、家长、社会相关的力量一起参与班级管理，尽可

能对学生精准教育，有效转化培养。

三、导入管理实践，推进联动进程

联动管理模式分别从班风、学风、班训和内容上进行有效的

实践管理，把教育和施行的内容进行分割细化梳理，着重强调班

级公约的重要性，重点放在教室和宿舍两个空间，抓好学生的日

常道德素养、学业成绩、行为习惯等问题，从时间和空间上教育

学生，做到全方位共同培养学生的目的。

（一）19 级班级联动管理保障措施

1. 组织保障：引导和支持 19 级班级联动管理体系，进一步明

确 19 级班级联动管理的职责，不断完善联动管理建设，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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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管理的作用，不断健全联动管理推进机制。

2. 其他保障：更要尽可能给年级提供统一开会场地或者活动

场所，指导老师等方面的扶持保障。

（二）19 级班级联动管理阶段实施（时间一年）：

第一阶段：2019 年 10 月—11 月 仪容仪表、早读、宿舍安全。

仪容仪表是代表学生精神面貌，要常态化，早读是一天课堂纪律

的第一堂课，安全问题始终第一位，所以三者放在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2019 年 11 月—12 月，晚自习、宿舍卫生。以两

者为主，稳步上课纪律管理制度。

第三阶段：2019 年 12 月—2020 年 1 月，课间活动安全，心

理问题学生。确保第一、第二阶段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按期完成，

初步形成联动管理体系框架，稳步推进课间活动安全，心理问题

学生的解决。 

第四阶段：2020 年 3 月—2020 年 4 月，因为是开学初，重复

第一阶段，基本建成联动管理体系。

第五阶段：2020 年 4 月—2020 年 5 月重复第二阶段。

第六阶段：2020 年 5 月—2020 年 6 月重复第一、第二、第三

阶段。

四、联动管理实践，效果呈现

（1）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并重复了一个阶段，班级联动效果

凸显，每个班级都有些代表性的成绩，班级有了明显进步之后，

又对其进行了阶段性跟踪，在继续观察这段时间，各项考核都趋

近稳定，通过班级联动管理，主要研究的问题如下：

1、如何过程性评价的技巧方式的问题；

2、如何关注问题生背后的家庭因素的问题；

3、如何开展班级特色活动的问题；

4、如何通过活动全面发展学生的问题；

5、如何进行班级文化建设的问题；

6、如何个性化发展差异性学生的问题；

7、如何应对网络科技对学生影响的问题 ；

8、如何进行德育和教学关系的问题；

9、如何定位班主任角色和师生关系的问题；

10、如何进行管理与引导发展学生的问题。

（2）通过班级联动管理，重点解决问题如下：

表 1 班级联动管理重点解决问题

“联动管理”重点解决问题（每班每学期）

57 次

家校沟通联系

2 次

共处理突发事件

13 人

学习生活上重点帮扶学生

42 次

个别学生谈话记录

6 次

班级建设预案

7 次

班干部例会与培训

3 人

心理重点帮扶

3 次

线上线下家长会预案

9 人

市级以上竞赛获奖

2 人

建立家校联合培养计划

五、联动管理的反思和总结

联动管理从联动管理的模式，分横向和纵向联动，然后，再

根据学生的问题类型，从轻、中、重三个程度来对学生细化分类，

这样，班主任才能找到相应的模式，是通过班主任联动，还是要

通过家校联动，我们通过联动管理，把问题学生的家庭类型也大

致分为溺爱型、纵容型、管制型、高期望型、无规则型等 11 种类

型，然后，制定家校联合培养计划，让家长必须参与进来，把家

长转化重要教育主体，除了和学生制定规则，也要和家长制定规则，

做到家校互联互通、因势利导，有时，我们也会遇到家长不理解、

不参与、甚至是有心无力，自我放弃，这时，我们就要和家长讲

好孩子发展的利害关系，强调孩子发展教育的关键期，错过了关

键期，可能是一辈子的事情，总之，必须要家长参与进来，但如

果真正学校和家庭都努力后，仍无法改变或者教育手段对学生无

效的时候，那我们就再想办法动用其他的社会力量，我们始终要

以学生为起点，不抛弃一位学生，也不放弃每一份希望，我们的

教育目的就是一个：能更好地教育和管理好学生，以学生为起点

和着力点，把学生的问题点细化梳理，分析和研究问题，因材施教。

联动管理在从开始的摸索中，也遇到了问题，比如说：方法

的实施过程中反复改进的问题，班主任间互相配合的问题，家校

合作的障碍和学生的对抗情绪很顽固且持续的问题，但是，我想

任何的方法措施都会遇到这样类似的问题，但是，万事开头难，

只要是为了学生，培养和教育好学生，我们只有不断上下求索，

总结和挑战自己，成为一个创新研究型的教育者，我想不仅是更

好的培养了学生，也是丰盈和提炼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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