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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文化建设是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良好的班级文化对于班级的发展以及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
意义和价值，许多班主任为此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但未必能如
期收获同等的效果。无论学生和班主任为本班的班级文化确定的
核心价值观是什么，班级文化作为“文化”本身，它的最终
目标、落脚点必然是学生的认同与内化。正如德育过程所存在
着的基本矛盾，即“德育目标要求和受教育者已有的品德水平
之间的矛盾”，班主任在带领学生建设班级文化时，也始终要
面临这“实然”与“应然”的落差。

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在他的传播学著作《弱传播》中提
出：“舆论世界是一个情胜于理的传播世界。”在争夺认同
上，道理不是情感的对手。道理也可以传播，但是道理要借助
情感的翅膀，而“故事传播”就是这最厉害的传播方式。从
这一视角出发，某种程度上来说，搞好班级文化建设，其实就
是讲好班级故事。基于此，本文将对如何“讲好班级故事”，更好
地通过班级文化建设让学生从“实然”走向“应然”做进一步的
探讨。

1 　讲好班级故事，首先要解决“谁”的问题
1 . 1 由“谁”来讲
在确定“班级故事”的主题以及展开“班级故事”的讲述之

前，我们首先要明确谁才是“班级故事”的主要讲述者，也就是
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既然是“主体”，那么必然不是班主任一人，
而是构成这个班级的绝大多数即学生。班主任作为班级管理工作
的主要实施者、学生成长的引导者，是班级文化建设中的关键人
物，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但是如果班主任自身定位不明确，忽
视学生在班级文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总是自己一个人说了算，
这样的班级文化也很难得到学生从内心深处的认同，那么其对于
学生及班集体的成长也难以发挥应有的价值。

1.2讲给“谁”听
“讲给‘谁’听”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在解决班级文化建设的

目的问题。很多的学校对于课桌排列、教室装饰、班级制度的张
贴、墙壁上的展示栏、黑板报的设计其实都有所要求，也会开展
一些评比活动。但是如果只是为了应付学校的检查或评比，那么
所谓“班级文化建设”便容易流于形式，看起来热闹，其实缺乏
内核。只有回归到对学生的自我成长以及班集体的自我完善的关
注，用心去讲的“班级故事”，才能使班级文化真正打动学生、影
响学生。

2　讲好班级故事，要确定好故事的主题
“故事”的主题其实就是班级的核心价值观，它往往以关

键词、短语或者一句话的形式存在。通过以上的阐述，我们已经
得出一些相关的结论：包括“班级的故事”应当主要由学生来讲，
班主任发挥积极引导作用；讲学生的、班集体的以及学生和班集

搞好班级文化建设，就是讲好班级故事
——浅谈传播学中“故事传播”对于班级文化建设的启示

方　莉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北京 100875

【摘　要】班级文化建设是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班主任为此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但未必能如期收获
同等的效果。本文受启发于“在争夺认同上，道理不是情感的对手。道理的传播要借助情感的翅膀，而‘故事传播’就是最厉害的
传播方式”的传播学视角，提出“搞好班级文化建设，其实就是讲好班级故事”观点，并进一步提出要想利用好“故事传播”的利
器，讲好班级故事，从而更好地实现班级文化建设目标需要做好以下五个方面，包括解决好“谁”的问题、确定好故事的主题、用
好场景和道具、给“道理”插上情感的翅膀、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

【关键词】班级文化建设；班主任；传播学；故事传播

体之间的故事等。基于此，在构建班级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可
以通过向学生进行广泛征集，让他们亲自去思考、去定义这个班
级所应当树立的核心价值观，定义自己所认同的价值，定义自己
和自己所在的班级所具有的或期望未来所具备的优秀的品格，定
义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希望自己所在的班集体成为什么样的
班集体。不同的班集体也许有不同的底色和风格，最终确定的核
心价值观关键词、短语或者句子必然有所区别、各有侧重，但它
们的最终目标一定指向的是由每一个学生共同组成的班集体，以
及这个班集体中的每一个学生的成长与发展[1]。

“故事”的“主题”一旦确定，那么它应当贯穿“故事”
的始终，班级文化建设的全程均应当以该核心价值观作为导向，
这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当然，“主题”的确立并不意味着
一成不变。随着班级文化的发展，班级的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也
会得到发展，呈现出更丰富的层次。

3　讲好班级故事，要用好场景和道具
3.1 场景：教室环境

“班级环境建设是班级文化建设的起点和源头。”要讲好班级
故事，一定要用好讲故事的“场景”，用好教室环境所具有的“能
量”。包括窗台上摆放的绿植、教室里清洁工具的放置、课桌板凳
的排列、抽屉的整理等，不能把这一系列简单地看作教室里可有
可无的布置，而是要看到教室环境布置背后对于班级文化建设的
重要意义与价值。班级的环境建设作为系统性班级文化建设的一
个组成部分，“能量”高低的核心评价标准，是它所传达给他人的
感受以及基于此推导出它与自身可能所产生的关联。例如，当教
室里的清洁工具摆放得横七竖八、参差不齐时，传递给他人的感
受就是这是一个要求不严、可以随意破坏的环境，而自己在这样
的环境当中就可以乱扔垃圾、不讲文明。用好“教室环境”这一
讲故事的“场景”可能会为故事的讲述助力，不良的“教室环境”
可能反而会抵消已有的积极的教育效果，因此不容忽视[2]。

3.2道具：班级核心价值观的物化
班名、班徽、班服、班级口号等，都可以作为班级核心价值

观以物化的方式的呈现，它们都是讲述“班级故事”时可以借助
得很好的道具。一方面，它们本身就是故事的载体，学生设计或
制作这些事物时，就是在讲述和呈现自己的或者班集体的或者自
己与班集体之间的故事，这种讲述和呈现过程又会强化学生蕴含
其中的思想与情感；另一方面，学生设计或制作这些事物的过程，
也是创作和生成自己的或者班集体的或者自己与班集体之间的故
事的过程，这些故事本身就是很好的素材，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
而当学生长期沉浸在充满这些具有丰富精神内核的班名、班徽、
班服、班级口号等事物的周围时，班级文化内核也会逐渐深植在
学生的内心当中。

4 　讲好班级故事，要给“道理”插上情感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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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评论在最后传播意见性信息，对于结果明确的事件引导

学生以正确的价值观进行评论，明辨是非在新闻评论中表现自己

的态度，但是要注意掌握分寸。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能够起到

引导作用，社会监督作用和深化主题思想的作用。学生对部分

社会性问题的总结缺乏深度，因此在新闻评论这个模块会多看一

些相关的新闻评论或者新闻节目，例如：《新闻 1 + 1 》《新闻

周刊》《海峡两岸》，以案例分析为主，加之新闻评论写作，

列出评论重点框架，但是新闻评论写作不是课程的重点，还是

要鼓励学生临场发挥，提高总结事件的能力。

6　深入生活实际采访体验

深入实际进行采访是教学中的最后一步，也是检验前期策划

的关键环节，教学过程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讨现场报道与

沉浸体验的关系，将学生置于沉浸新闻现场是提高现场报道学习

效率的新途径。笔者运用“沉浸理论”激发学生的报道兴趣、

提问兴趣。对校内活动进行采访，例如：全校集体核酸检测，

集体注射疫苗，新生入学军训，社团招新、摇滚音乐节等身边

发生的新闻事件，走出校园，走上街头、进入社区用真实的社

区活动激发探索热情，触发学习动机，进而提高现场报道的教

学水平与成效。 沉浸理论(f l o w  t h e o r y )于 19 7 5 年由

Csikszentmihalyi首次提出，解释当人们在进行某些日常活动时

为何会完全投入情境当中，集中注意力，并且过滤掉所有不相

关的知觉，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沉浸体验被运用到戏剧、影

视、设计、行为艺术等领域，在现场报道任务型教学中也可借

鉴，在课堂上完成体验式教学，便于操作具备可行性。专注于

一件事情是一种积极地正向的心里体验，学生需要打破心理的紧

张感，和焦虑情绪，多与人交流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

7　结论

互联网为出镜报道提供了更多传播形式，移动直播普及对出

镜记者综合素质有更高的要求，出镜报道的口语传播形式通过讲

解、提问、串场和总结体现报道的完整性、规范性、创新性。

从本文的教学方法总结来看，出镜报道课程内容与业界发展联系

紧密，需要不断的创新方法，结合理论与实践才能进一步完善

教学体系，最终将完成提升学生综合出镜水平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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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班级故事”、进行班级文化建设时，切忌以“讲道
理”作为主要的手段。笔者在开头提到了邹振东教授提出的舆
论世界的“情感律”，即舆论世界是情胜于理的传播世界。传
播的目的是“关注”与“认同”，这与班级文化建设的目的
具有很高的一致性，因而极具参考价值。他在书中提到“道理
在表达的状态与力量上处于劣势地位”；“道理可以说服认同，
但情感才能达到共鸣”；而“道理的说服力，永远赶不上情感
的感染力与感召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道理”不能传播，问
题的关键其实是在“讲”这一个字上，班级的文化即班级的核
心价值需要被传递、被关注、被认同，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其
实是“怎么讲”的问题，“怎么讲”才能真正让它被传播、
被关注、被认同，而不是让班级文化价值观落为一句空空的、

“高大上”的、苍白无力的口号。想要争夺认同，“讲道理”
不如“讲情感”，而“故事传播”就是“情感律”下的最
有效地传播方式。

故事是充满细节的，细节才最动人。这里的“细节”，其
实也就是邹振东教授在书中提到的“链接点”，放在班级文化
建设的语境里，可以理解为班级文化的元素与学生自身的联结。
班主任应当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察觉和关注这些学生日常学
习与生活的“细节”，从“细节”出发、作为切入口来引导
学生讲好班级故事、建设好班级文化。除了在上文提到的，让
学生自己去设计和制作各种班级核心价值观的物化作品，包括班
名、班徽、班服、班级口号等；还可以围绕班级文化价值观
开发一些班级文化活动，比如说建立班级节日、班级内部评选
活动、班级趣味运动会等，在这些活动的过程中去发现更多的
故事细节、故事素材。当然，最重要的一步是最后一定要用充
满细节的方式将故事呈现出来，比如形成班级相册、班级周报
或者学生的文章展示等，让所有的关注和认同都有焦点，而这

些作品在未来的任何时候都可能会唤醒学生对故事的记忆和情
绪，具有超越时空的教育影响力[3 ]。

5　讲好班级故事，真实永远是第一位的
如果说，上文中提到的“发现、整合、呈现充满细节的

故事”更侧重于对“链接点”数量上的要求，那么，“真实”
就是班级故事最基本的质的要求。只有真实的打动过自己的故
事，才能真正地打动他人、产生影响力。而要让学生能在班集
体当中，呈现出真实的状态，讲述自己真实的故事以及存在于
自己内心当中真实地感受，就要求这个班级一定是一个真实的具
有包容性的团体，要求班主任要重视引导学生共同去构建这样的
鼓励自我表达、接纳自我与他人、充满安全感的环境氛围。

当然，包容真实并不意味着全盘接受、否定改变，“真
实”需要被升华。班主任是一名教育者，班级文化必然是教育
导向的，充满安全感的班级氛围能为教育与“升华”打下很好
的基础。教育并非“评判”，后者很容易触发学生由于自我评
价受损而立起的自我防御机制的“墙”。包容“真实”就是
看到这面可能存在的“墙”，绕过它，拥抱与接纳真实的学
生；升华“真实”，就是指引和带领学生，在接纳自我的基
础上提升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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