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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秒速 5 厘米》，里面有一句话，“樱花飘落的速度
是每秒 5 厘米，我该用怎样的速度，才能和你相遇”，原是说
爱情，我觉得用于班级管理也无可指摘，因为，我相信，在座
的诸位同仁必然有一个深刻的体会，那就是，我深深地爱着，每
一个我带过的班集体，不为别的，只为那一双又一双樱花般的，
绚烂的眼睛。

1　序言
建设班集体的两个前提：
1.1 总书记语录：打铁还需自身硬
对于这句话的，我自身体悟，浅薄提出三个标准：
第一，效用标准，要求“有用”。对于一份职业来说，如果知

识空疏无用，就不能作为从业人员从事职业活动的依据，就不能
为具体的职业活动提供指导。效用标准要求作为班主任，我们的
教育管理知识能为从事班级的管理活动提供有效的智力支持，有
助于班主任提高管理效率和效能，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第二，数量标准，要求“够用”。这个标准，要求教育管理领
域积累起“足够数量”的知识，这些知识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
体系”，不再是对教育管理活动的零星的、肤浅的认识，只有这样，
才能为班级管理提供有力支持。这种某个职业领域的“系统的知
识体系”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专业知识”。第三，质量标准，
要求“好用”。高质量的知识必须在逻辑上前后一致，文风上简明
扼要，对现实有较强的解释能力，便于人学习和掌握，有助于解
决现实问题。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经验传授。

1.2班级凝聚力的核心：精神主体
一个班级建设初期是最关键的时期，可以说，高一做不好以

下几个方面的培养，高中三年这个班都会很难带。
一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指的是理性化、合理化，通给一点

讲就处“道理”。在班级建设时，不能搞形式、瞎折腾，应该实事
求是，应该以求实，平和的心态面对自己所要管理的班集体。在
这个过程中，千万不能浮躁。科学精神要求我们在从事管理工作
时，应该深人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学生心理，尊重教育规律，促
进学生的健康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 二是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说到底是平等精神和人道精神，简单的说就是是以人为
本，把学生作为目的而不是作为工具，不把学生作为班级发展的
工具，尊重学生，倾听他们的声音，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同时，
家长也需要适度参与学校管理的制度。三是法治精神。法治精神
要求以法治取代“人治”，建立健全班级各项规章制度。在班级管
理时，尊重程序，避免长官意志、个人专断所带来的随意性和危
害性。四是民族精神。中国的现代教育应该培养能为中华民族崛
起贡献力量的中国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并不过时。从炼一走
出去的孩子，佼佼者不乏出国留学的，在高中时期培养学生的民
族自豪感，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是十分必要的。之前听到很
多学校的办学目标“培养现代中国人”“造就走向世界的现代中国
人”“做自豪的中国人”这是民族精神的具体表现。接下来，我将
从六个方面入手，跟大家进行经验分享。

2　如何建设并管理班级
2.1环境的概念
著名的管理学专家斯图尔特 克雷纳曾有过这样一句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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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人为本，学生是管理的目的而不是手段，学生是管理的核心而不是边缘，在此基础上，班级建设是当代班主任的
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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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只有恒久的问题，没有终结的答案。”要向建设好一个班级，
就需要理解班级的“环境”这一概念。要把握这一概念，则需要
理解以下几点：

（1）对象分层：班级建设作为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管
理活动，即可以体现在师生交往的互动中，也可以表现为实现某
一特定工作目标而展开的特定活动，而举行的这些活动，hi可以
反映在班级的长期远景目标之中。在不同层面上，班级建设发挥
着不同的作用，日常管理中，交流方式为重要；专门活动中，常
常与家长相关联；战略性建设则与班级文化、学风等有关。

（2）主体分层：班级建设的主体一定不能只有老师，学生自
我管理才是真正的管理。班主任往往是活动的领导者，发挥战略
管理功能，班长等人才是活动的实际操作者和具体承担者，大部
分学生则是从自我的角度进行参与，对班级进行培育和经营。

（3）内容分层：核心：以人为本，学生是管理的目的而不是
手段，学生是管理的核心而不是边缘，在此基础上，班级建设要
完成信息管理和班级形象管理的任务。

从范围上，班级建设有两种，一是班级内部建设，二是外部
建设，内部建设很简单就是学生，要选一个好的班委组织，引导
要他们的榜样意识，尤其考察重要成员的人品、才学，不能对班
干部表面的一套十分信任、要多跟同学了解，把握班级的整体情
况。外部建设，主要就是家长，要充分利用家长会的时间，进行
思想建设，家校共育。

2.2班级建设的要素
班级建设的要素有四个:主体、客体、媒介、良好的班级建设

目标。四个要素缺一不可。在班级建设目标中又存在四个特征：
相互控制。即班主任、教师和班委，班内的每一个同学都对

班级决策有一定的控制权；
关系承诺。班主任和学生都意识到双方的相互依存性。学生

与教师是不可分割的两个动态成分，相互依存共同建设才能构建
和谐班集体。

双方满意。双方都认为彼此关系对彼此有益。教师对学生
满意。

彼此信任。双方都愿意授予对方一定的控制权，因为相信对
方的行为会对己方负责。教师信任学生，相信他们愿意为构建班集
体做出努力，并充分表达这种信任，学生自然而然也会信任老师。

3　班级建设及管理流程
有了理论指导，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一起来探索，怎么建设

一个班集体。Rope，在英文中是绳子的意思，我要说的是，一种
管理方法——ROPE管理法。以第二板块提到的理论为基础，实施
R（research）、O（objextives）、P（programing）、E（evaluation），
即调查研究、设定目标、实施过程、结果评估。

3.1调查研究
在新接手一个班时，如果是初一就需要从头开始调查，男

女比例，每一个位同学的入学成绩、性格、爱好、学习态度、
情感生活都需要进行全面而细致的调查，主要采取电话访谈、
家访、师生谈心谈话等，找一个专门的本子记录下来。第二
步，调查民族、宗教等情况，如果有非常见少数民要立刻去找
资料，关心每一位学生。第三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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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实现教学合一
3 . 1 “学校”与“教校”

行知先生曾说过“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好像是

学的事体，都被教的事体打消掉了。论起名字来，居然是学校；
讲起实在来，又好像是教校。”其实，学校、教校，最大的区别就

是主体是谁？学生究竟仅仅只是知识的接受者还是探索者。一位

同事刚刚从贵州的某所学校交换教学回来，他和我我们叹的第一
句并不是那儿的生活条件有多么的艰苦，而是很无奈的说出，那

儿的教学形式还停留在十几、二十年前老师一味的教，传授知识。

这也就导致了他一个问题放下去，孩子们却不知该如何回答，因
为课堂的主体只有老师一人。这就是一所“教校”。那如何成为一

所“学校”？其中就得做到教学合一。放眼望去，现如今，我们

课堂主人是我们自己，还是学生？
3.2“教学合一”思想在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探索

最近在研究苏教版二年级下册中认识角的内容，这是学生第

一次接触角。因为是概念课，又是第一课，所以在引入部分就
要结合学情，从学生已经学过的平面图形入手导入。本节课的

难点是让学生理解：角的大小与两边收拢、张开有关，与两边

长度无关。我发现通常情况下老师都是自己演示收拢、张开的
过程。虽然说学生学会了，但这一过程都是老师在“教”，是

一种“灌入式”的教学。在对这节课不断的学习和打磨中，我

发现其实是可以把课堂交还给学生的，让他们成为教学的主体。
在这里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教学过程：每一位学生课前准备一张大

小相同的长方形，课堂上统一剪下右下角的那一个角，每个孩

子剪下的三角形必定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角两边的长短必定不
一样。但也会发现我们需要的那个角还是一样大，那也就说明

人口、居住地、所处地区治安等都需要单独记录。如果是中途
接班，就需要跟前一任班主任做好对接工作，在对接的基础上
进行考察调研，尤其关注德育问题中的心理问题。

在以上工作都做好以后，开始对个人卫生习惯、身体素
质、优秀特长进行发掘，相信我，这时候，你会发现你们班
有很多“宝藏男孩”和“宝藏女孩”。

3.2设定目标
通过第一阶段的调研，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很基本的信息情

况，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将个方面因素理想化，设定出一
个目标：我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班级？井然有序或者神采飞扬，
都没有问题，一切取决于现有的学生素质。之后就是分方向设
立目标。

1.学业规划方面。根据现有成绩和经验，这些学生升学率
是多少？有哪些工作重心？如果追求极致，升学率可以到达多
少。有没有智商过人有望冲刺高考前百的“潜力股”，这些都
需要在很早，心里就有一笔账。

2 .学风建设方面。树立良好的学风，晨读、晚自习、课
间都需要有明确的要求，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3 .思想建设方面。定期开展思想教育（详见第一部分）
4.卫生建设。卫生工具的摆放，打扫卫生的标准，都需要

亲临现场教导，前几次认真教，后期养成良好的习惯，学生们
自然而然就会执行标准。

5.积极开展各类活动。每学期定下目标需要开展什么样的活
动然后尽力去完成，活动种类要丰富，实行多元化，丰富娱乐
学生的课余生活。

3.3结果评估
结果评估是对每一个实施过程、方案、活动进行评估，发

问“我们正在进行的怎样或者我们曾经做的怎样”来决定是否
调整、继续执行或停止某一项活动。

（1）准备评估标准：活动意义、价值、不利之处、潜在问题、
是否解决潜在问题等。

获知讯息内容的人数：测定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些信息，是导
致行动的原因。人们对问题和事件是知道还是不知道，都可能影
响到与学生相关的态度和行为。

发生态度改变的人数：态度代表认识的倾向性，它来源于
终身的强化和阅历，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改变。态度改变的人
数反映了一个活动的影响。

（2）评估方法：影响评估的方法有抽样调查法、访谈法、直
接观察法、间接观察方法等。

访谈法要求对采访者必须进行基本培训。在面对面的采访中，
对开放式问题的回答要正确记录；态度友好，对受访者表示真诚
的兴趣，但不干涉受访者。

观察法是调查者从旁观察被调查者的行为及现场事实，并以
此的累积作为调查结果。在班级建设中主要体现在日常观察中。

3.4实施评估
根据需要选取班委、全班、任课教师进行上述方法的评

估。主要是自我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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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剪角、思考、回答，学生经历了动手、

动脑、动口，自主探索出角的大小与边的长短无关。日后，不论
是知识点的运用亦或是实际生活中的操作，孩子们应该很难忘记

当初课堂上自己探究出的结论。因此，我们教师更多的应该把课

堂还给学生，尤其对于数学教育，不是一味的知识点灌输，这样
只会使得课堂无趣、无味，但如果你能将一节概念课变成活动课，

让学生自主探索得出结论。我想，这样的课堂不仅仅实现了教学

的意义，还充满了乐趣，孩子们对这节课的印象也会日久弥新。
在日后的数学教学中，我也会真真的把教材读透，多设计一

些能够让学生自主探索的环节。让学生成为数学学习的主体。

4　结语
再次借用行知先生在《教学合一》中的一句话：我以为好

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而是教学生学。有效的数学教

学活动是教师教与学生学的统一，学生是数学学习的主体，教
师是数学学习的组织者与引导者。让“教学合一”深入到我们

的教学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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