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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育人

提高自主管理能力，构建幸福班级生活
龚慧霞

（广州市白云区培英实验学校，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班级管理的宗旨和根本目的应该是以班级为活动载

体，提供和创造学生主动成长的机会，忽视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

的班级管理容易出现诸多的问题，因此在班级的管理中，应该以

学生为主体，采取师生双向交往的方式，多种途径让学生参与班

级管理工作，成为班级的主人，体现出班级教育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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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初中班主任工作中，班级常规管理一向是重要内容，管理

工作质效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班风与学风建设，对干整体教育教

学效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 笔者多年兼任班主任工作，在工作中

注重发挥学生的自主教育和管理的作用，为学生营造民主、公平、

规范的学习与生活环境，对于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 . 新课程标准也明确的提出“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要求把学生看作是发展的人，是独特的人，是具有独立意识的人，

重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这一点不但在于教学互

动之中，也在于班级生活的自我管理之中。

班主任是学校领导的左膀右臂，是班级的灵魂，是学生的引

路人。班主任虽然只有简单的三个字，却承担着巨大的责任，他

不仅需要教授学生知识，也需要培育学生成人。随着时代的发展，

班主任的管理工作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这个科技日新月异的

时代，要培养出具有开拓创新和独立自主素质的人才，就必须重

视班级管理中学生的主体性的培养。

无数的事实证明，忽视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班级管理容易

出现诸多的问题：

（一）每个班级中都会有很多琐碎的事务，如果这些大大小

小的事务全部由班主任承担，班主任就会精力不足，出现左支右

绌的现象；

（二）学生被动接受管理，师生双方处于“管”与“被管”

这一矛盾统一体中。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自尊心受到

一定伤害，有的学生不愿接受管理甚至与教师搞对立，这种反弹

现象的出现使管理很难奏效；

（三）只知道埋头蛮干，却不懂得制定清晰的计划，明确管

理思路。这就导致班主任的管理方式药不对症，根本起不到相应

的效果。

（四）班主任“有为”，而学生“无为”。班主任成为全班的“家

长”，学生只有“听话”“服从”。久而久之，逐步把政治领域

的专制主义引入班级管理，形成一种表面统一、严谨，却缺乏内

在活力和个性的“克隆”班级。

班级管理的宗旨和根本目的应该是以班级为活动载体，提供

和创造学生主动成长的机会，因此在班级的管理中，应该以学生

为主体，采取师生双向交往的方式，尽可能让学生参与班级管理

工作，成为班级的主人，体现出班级教育的实效性。学生自主管

理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自我管理

方面的智慧；有利于营造民主自觉的班级管理氛围，培养学生的

初步的公民意识；有利于学生自行解决问题，提高参与实践，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学生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摆脱依

赖的心理思想；有利于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充分发挥师生不同

的优势。

在本班学生自主管理的道路上，不断的摸索，形成了以下的

一些做法：

一、制度明确，公平透明

由于学生自我管理，初期的规范性未必如意想之中的到位，

因此，明确的制度，公开透明的执行引导就显得尤其的重要和必要。

班级管理的制度不应只由班主任一人确立，而应该由全体班级成

员共同提出建议，总结、制定而成，以体现出班级成员的主动性

和能动性，并利于后期班干的推行和操作，避免出现学生被动接受，

在实际班级生活中，变相抵制、抗拒的现象。充分的吸收民意并

及时的公布，确立制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是班级自主管理的制

度保障。比如日常管理的班规，成绩公布和竞争奖励制度，劳动

奖惩制度，考勤惩罚制度等等。我班就有成绩公布的“风云榜”，

“学习之星”“进步之星”的制度。

二、竞争上岗，权责分明

班级的管理往往有两套班子：班委和团委。而在这个基础之上，

我班另外设置了学业委员会，这样班级管理就有三个组织共同进

行，相互合作但权责不同，班委负责日常的工作，团委负责团员

和思想工作，学委负责学习成绩，成绩方面的奖惩等，并专门给

予相应的印章以体现出三个组织的工作职责；

每一个组织内部的岗位的设立可以由全班共同探讨，如学业

委员会内部需要什么职务，以及对于谁人承担什么具体项目也可

由学生自行竞争上岗，或推荐上岗，以避免班主任的指定安排，

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管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体现出竞争的氛围，

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合作意识和精神。

三、细化职责，扩大范围

为了便于学生干部和学生的执行和落实，每一个岗位的职责

需要尽量的明确和细化，在减轻班干部负担的同时也可以提高该

项工作的执行效率。如，劳动委员的工作比较笼统，很多细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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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无法及时的跟踪和跟进监督，可以设立专门的“督导”，只

负责某一个具体的劳动卫生项目，可以让工作细致并能落实，我

班就有专门负责讲台卫生的“督导”，也有专门负责板书当天课

程和作业的“督导”，补充了劳动委员无法顾及的空白方面，取

得不错的效果。我班的眼保健操一直效果不好，但设立“眼保健操”

监督员之后明显好转。这些都说明学生对于细致具体单一的任务

和工作更容易接受和执行的效率更高，效果更好。

由于每一个岗位的权责比较细化和分明了，学生的负担比较

轻，也会有学生愿意承担这份班级管理的责任。并且在长期的专

一任务中发现了该任务执行的一些先进经验和好方法。

四、监督落实，良性循环

班级中有很多琐碎的事物都是班主任无暇顾及的，这个时

候为了加强班级管理，让学生自觉遵守行为准则，班主任就可

以放权给学生。一般来说，班级中不仅有早读、课间操、班会

等每日必做的项目，还有特殊节日配合学校举办各种活动等偶

尔会做的项目。此外，每个班集体都需要挑选优秀班干部、三

好学生等，这些事情班主任都可以让学生去处理。当然放权并

不意味着班主任完全放手，而是班主任时刻监督学生，指导学生，

以此确保学生的管理工作能顺利进行下去。那么怎样的监督才

是有效的呢？是传统的教师亦步亦趋的监督？是专门学生干部

的监督？以我班课间操的点评为例，或许可以探讨新的方法和

形式。

班级课间操的点评一直由教师负责，但每每效果不明显，学

生并不从内心接受教育，或者当时接受但没有将此内化为自己的

改正动力，在之后的时间中改进。对于这个问题，我班是采用学

生自评，细化责任的方法充实改进的。将课间操的教师点评改为

班长点评，将每一列学生按照 5 人一组分成几个小组并选出小组

长，每一次只留下做得不好的小组，由小组长点评及组员相互点评，

只要组内有一个表现不佳则全组成员留下反思，做得好的小组则

可以先行回课室。这样的方法既发动了群众，也实现了恰当的奖惩，

以集体的力量带动个体的成长，学生都愿意规范做操，争取先走，

不好的同学也不想拖累全组成员而在压力之下改进自己。扩大了

监督的范围，使人人都参与监督。

五、丰富活动，增进互动

叶圣陶先生曾说：凡属于养成习惯的事，光反复讲未必有用，

一句老话，要能游泳必须下水。所以学生的自我组织管理能力并

不是天然形成的，要提高学生的自理自治能力需要提供更多的舞

台。除了学组织参加学校的各类活动，如体育节，艺术节之外，

还需要组织学生开展形式多样的班级活动，以达到扩展学生知识

面、培养思维能力、增强体质的目的，培养学生组织管理能力的

目的。

如学校的手抄报比赛，并不由宣传委员专门负责，而是有宣

传委员指导某个小组的学生负责，每一次不同的小组，小组与小

组之间进行比赛，提高学生的竞争意识和参与的积极性。再比如

班级的文化活动，象棋，踢毽子等等都可以增进学生之间的了解

并培养学生的自律自立能力。以及班会课上专门设置“夸夸我”“猜

猜她 / 他”，加强同学之间的认识了解，并增进对彼此优缺点的

认识。

六、文化熏陶，自我暗示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使学校的墙壁也说

话。”这句话强调了环境育人的重要性。

良好的文化环境，能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例如：

在教室的墙壁布置学生书写的哲理名言，使学生敛容深思；优秀

生学业成绩的展示能激发学生的内驱力，推动班级文化向着良好

的方向发展，也使学生在班级文化的共同影响下，形成良好的品

质。因此我班也设立了各式各样的文化项目，如：学业成绩风云榜，

“我爱我家”照片栏，“我们在努力”奖状张贴栏，“有你更精彩”

生日栏，“反思园”反思栏，以及“宿舍天地”宿舍扣分栏和班

务栏等等，既明确了班级管理的一些具体项目，也给予同学们自

主学习，竞争上进，自我管理的良好氛围。

而在班级文化的设计方面也主张发挥学生的自理自治能力，

如班级文化环节的布置由学生设计，由学生亲自操作，亲自维护，

并由学生自行承包具体的文化项目进行定期的更新。

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告诉我的，我会忘记；给我看的，

我会记住；让我参与的，我才能理解。”班级管理同样需要学生

的自主参与，只有自主管理，才有体会和感悟，只有自主管理，

才有理解和支持，只有自主管理，才有提高和升华！培养和提高

学生在班级管理方面的自主意识和能力，不仅让班主任减负增效，

更能让学生体会班级生活，构建幸福的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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