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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模仿开始
我的班主任之路，是从模仿开始的。
刚走上工作岗位，学校安排我担任三年级一班数学教师。

没有教学经验的我，是懵懂的。每日竭力地备课，疲于应付课
堂40 分钟的教学成了我的全部生活。像海绵一般，我不断地学
习，抓住每一次机会，完善自己的教学、教法。在我的职业
规划中，还来不及考虑班主任工作这一项，但很幸运的，我所
搭档的班主任是位经验及其丰富的教师。

犹记得，在下课铃响后，班主任段老师第一时间进入教
室，提醒孩子们：上厕所，准备好下节课需要的书本、文具。
课间，段老师一直呆在教室，跟孩子谈心，对孩子们进行个别
辅导。上课铃拉响，孩子们陆续进入教室，老师只一个眼神，
孩子们齐刷刷地头朝窗户静息。老师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孩子
们都能做到令行禁止，让我大开眼界。

随着时间的累积，我发现，每天段老师总是最早到教室
的。每次眼保健操、课间操，段老师从不拉下，亲自督促孩
子们。她高度的责任感让我暗暗佩服。此外，对每个孩子段老师
都平等对待，嘘寒问暖，悉心周到之处让人“心惊”，慈母也不外
如此。从段老师身上，我看到了作为班主任更多的付出与责任。我
想一个优秀的班主任就应该是段老师这个样子，有极高的威信和
慈母般的爱心。

2010年，任教刚两年，作为新教师的我，走上了班主任工作
岗位。成为段老师那样的优秀的教师成了我的追求和目标。

在班级管理期间，我不停地回忆段老师的所作所为，争取把
她的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班级管理中。孩子们的早读我每天很早就
会去教室督促；每节课下课，我都去教室及时了解孩子们动态；孩
子们的两操，我也从不拉下；上课不专心，学习上有欠账的学生
会被我留下来批评教育和辅导补课；我为班上制定了严格的班规，
对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习惯提出非常细致的要求。与学生交流的时
候，我总会带着严肃的面容。班级活动，我也会早早地准备。

在班级管理中，我竭力地模仿段老师。我相信，这样的努力
一定会为班级带来优秀的成绩。跟预想的一样，班级渐渐步入正
轨，一切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我憧憬着班级美好的明天。

2　从思想升华
正当我沾沾自喜，以为班级管理会得心应手时，现实给了

我当头一棒。我发现集体活动时孩子们集体荣誉感不强，每个人
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得失。学习上，孩子们也没有动力，缺乏主动
性，因为她们根本没有目标。为何会这样？我反复思考。

“爱护每一位学生，引导学生朝德、智、体方向全面发展，使
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是班主
任的工作职责。原来我的模仿空有其形，我的班级管理没有“神”，
孩子们缺乏精神信仰。班级的管理除了班规的拟定、细节的处理
外，还应注重思想的引领，让他们成为有理想的人。

我以《我的梦想》为主题开展少先队活动课。课上，让孩子
们畅谈理想，思考20年以后的人生，引导孩子思考现实与理想的
差距，思考如何把想法付诸实际，让他们明白学习的重要性。又
开展《我爱我家》的主题班会，让孩子从爱“小家”，爱班级，爱
国家三个层面感受，增强孩子的集体荣誉感。除此之外，我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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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可用时机，结合生活实际，站在孩子们的角度对他们进行思
想教育。

让孩子们从思想上意识到学习是自己的事情，班级是大家的，
把所有被动的事情变为主动。潜移默化，他们会主动完成作业，在
学习上有了新的追求。他们会为班级每一位同学喝彩，力求为班
级增光添彩，为班级所得的荣誉而欢呼。

经过两年的时间孩子们完美地蜕变了。班级节目连续获得学
校“缤纷艺术节”第一名；在学校经典诵读活动中，班级文化评
比活动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班级受到了学校表彰……看着教
室墙壁上满满当当的奖状，我暗暗满意。作为班主任的我也受到
了学校的肯定和表扬，多次被学校评为优秀班主任。

3　在探索中前进
历经近 1 0 年的“风雨”，作为班主任，班级管理我得心

应手。可人生哪会顺风顺水？管理班级我能按自己的思路来，
家校关系，却不能按老方法处理，必须顺应时代。

我所面对的家长从60、70后变为了80甚至90后，历经的
时代不同，他们的思想、观念以及对孩子的期望都千差万别。60、
70后的家长或许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没有办法辅导孩子，或许有
这样那样的缺点，可尊师重教的观点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看中
孩子的成绩，重视学校教育，坚信“唯有读书高”。因此，他们深
信老师，毫不质疑老师的任何决定。班级管理中，我选举有能力
的孩子为班长、科代表、组长没有任何家长质疑。

80、90后的家长呢？他们大多接受了高等教育，有自己的看
法，接受了无数“心灵鸡汤的熏陶”，他们更重视的是孩子的素质
培养，在此过程中，往往忽视了学校教育而不自知。每一次家长
会上，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争取取得家校
合力。

对于班级管理，他们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和建议。因此，
我果断改变自己长久沿用的管理模式，不再推选班长，让每个孩
子都参与班级管理，人人都当小班长。同时我抓住每一次少先队
活动课，习惯训练展示课，让更多的孩子有展示的舞台和锻炼的
机会。我的班主任工作随着时代的改变，观念的更新，在探索中
前进。

我明白了，班级管理不仅仅是模仿。一个优秀的班主任不仅
是一个管理者，一个班级班规的制定者，还应该是引导者，从对
形式的追求到对思想的关注，从监督者、管理者到引导者，在思
考和探索中，优秀班主任的内涵在实践中被不断刷新着。

班级管理没有终点，跟随时代的脚步，顺应时代的变化，让
我们在思考和探索中不断前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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