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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班级是学校计划的载体和教学工作的主体 [1]。班主

任则是班级管理的主力军和落实者，并承担教育学生的

责任和义务 [2]。班主任扮演着对学生教育和指导的角色，

往往比任课教师所担负的责任更大，任务落实、班风塑

造、学风创建均与班主任工作息息相关，俗话说“良好

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班主任工作开始后的重心就是指

导学生明校规、知班规、立目标、懂奋进。班级的班风

和学风建设也要依靠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通力合作和常

抓不懈。

二、关于后进生的培养工作体悟

我从 2020 年 8 月参加工作，工作时间刚好一年，在

一年的班主任任职期间我常以校为家，乐于观察孩子、

关注他们的学习态度、重视他们的学习状态，在这一年

的时间里我常与学生为伴，并扎根于我热爱的教育事业

中。刚开始时我一直想跳出这个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越来越钟爱教师这个行业。也终于明白把自己的教育

工作做好，这是我热爱且为之努力拼搏的事业！回顾发

现一路走来收获的经验和教训都将我宝贵的经验和财富。

班主任要有服务和奉献精神。同时教师工作的快乐

就是能带给自己满足感，引导学生一步步成长和成才。

教师的工作成果和成绩可以在学生身上体现，所以应该

被人敬爱和尊重，班主任工作更是如此。魏书生老师说：

“教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所以要成为一名负责任的老师

应该努力工作，而且要树立为学生服务的思想，教书育

人责任之大也。我在日常工作中有着虔诚的信仰，同时

也在日常工作中也深深践行着这一承诺，为学生成长成

才不断努力奋进。因而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班主任，不

仅要将服务意识贯穿于工作中，更要学会引导，并将学

生发展放在第一位。

同时要想让班主任工作做得好，不仅仅把工作局限

在服务学生上，“传道、授业、解惑”是每一位老师的责

任，应该将学生个人发展与教师教学工作紧密结合，两

手都要抓，两手也都要硬，在提高学生“德、智、美、

劳”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其潜力的培养。其次不能忽视

学生的心理状态，要耐心细致的做好学生的内心疏导工

作，多开设以心理辅导为主题的班会活动，潜移默化的

塑造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独立处理好人际关系，

并做好人际交往和学习能力的平衡。在班主任工作的实

践中我也遇到很多具体的事情，现将我的经验和体会与

大家分享（因涉及人名，我均用姓氏来代替）。

王同学上学期因多次请假、厌学、逃课，进而产生

了辍学的思想，在本学期初第一件事就是让孩子们树立

学期目标，当我收上来一张张纸时，我看到了一张张来

自孩子们写的伟大的愿望，例如：期末成绩考到班级第

一名、要超越某某，钢琴水平到达几级，等等，但是其

中有一张愿望非常的朴实无华，只说了这个学期我要做

到不请假，愿望很简单顿时吸引了我的注意，在和她上

届班主任了解情况过后，才知道不请假对于她来说也是

非常困难的一件事，但是一个学期下来她却真正的做到

了，让我不由得为她点赞。

唐同学对老师存在偏见，以自我为中心。在与其父

母的沟通中知道孩子在小学时就存在这样的问题，容易

激怒甚至顶撞老师。我耐心地做他的思想工作，我和他

交流想法：“作为一名学生在班级中要尊重老师，如果你

认为老师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能接受，你可以私下来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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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沟通，和老师谈谈你的想法，这些方式都是可行的，

但是不能在课上和老师出现正面冲突。”另外，我还真诚

地说：“老师也是普通人，有来自学校、家庭社会的各种

压力，也会有失败感，也会有困惑，也会有情绪崩溃的

瞬间，所以老师关爱你们，你们也要心疼老师，应该互

相体谅与理解。”我潜移默化的从内心关心每一个同学，

班级风气越来越好，从这件事以后，班内尊师重教的氛

围越来越好，再也没有顶撞老师的事件发生，并开始懂

得关心关爱老师。

张同学，深刻的记得他在开学适应性考试时数学成

绩仅为 15 分，学校排名倒数。但是他在本学期的一次次

考试中越来越进步，成绩突飞猛进，依稀记得他上次月

考前对数学处于放弃状态，我把他叫出教室，找到他的

弱点项：虽然他成绩差但是进取意识强，在乎眼前利益，

我就抓住他这一特点来表明自己的观点：只要你这次数

学成绩可以及格，老师会奖励你一个礼物，出乎我意料

的是他很看重这件事，然后蹦蹦跳跳的走了，在月考成

绩下来时他考了 98 分，班级第二名。

对于特殊学生的教育要掌握方法和技巧，刚开始会

很困难，但是长时间的关注与爱会影响和感动他们。苏

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不爱学生，那么你的教育一开始

就失败了”[4]。可见，教师的感情投入可以像春雨一样逐

渐滋润他们的内心，但是我们要接受孩子有自己的想法、

有不能说的秘密，要学会给孩子留出时间，让他们自己

去理解和消化，用一颗包容的心对待他们的错误从而换

取一颗真诚的心。爱具有强大的作用和功能，也是与学

生交流的法宝和纽带，从而获得教育的成功。

三、关于尖子生的培养工作体悟

优秀学生的培养应着重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本学

期因为我们班的特殊在于问题学生对尖子生的干扰比较

明显，所以必须关注尖子生的心理变化，如意志、自控

力、抗压能力和共情能力等非智力因素，而非智力因素

是影响人的认知过程的其它心理因素的总称 [5]。如果不

关注优秀生的非智力因素，可能会导致他们在发展中存

在阻碍，甚至背道而驰。因此如何更好的发扬他们的优

势，改正他们的缺点，发挥榜样的力量，调动其非智力

因素，是班主任应该思考且必须重视的问题。

1. 提高优等生的承压能力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应该注重优生的内心世界，班

主任应该对其严格要求，并从严厉中透露出对学生的爱

与重视，以真诚的爱护、严厉的要求、生活上的帮助来

逐步引导好学生，使其从偏爱、溺爱的束缚中走出来，

让他们成长为积极、乐观、抗压能力强的优秀少年，在

此我提出建议并举出实际案例：

（1）要多给优秀学生创设一些感受失败的机会——

不是有意让他们失败，而是引导他们尽可能多地在不同

领域不同方面摸索、尝试，学会坦然面对人生路上的挫

折、打击，从而更勇敢、更坚强 [6]。

梁同学，上学期为重点班的学生，本学期因分科转

到我们班，因为前后班级情况差异较大，孩子在私下和

我反复提到过在这个班中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伙伴，所

以学习起来很不开心，他认为班里的很多人都是来混日

子的，所以落差感十足，针对这种情况我会经常找他聊

天让他摆正心态，做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能够在差

的班级中找到自己生存和学习的方式，进而促进自己更

好的学习，同时我也注重他的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学会

包容、学会融入 [6]。

（2）教师应该平等对待每一位同学，切忌有差异

之分

成同学，我们班学号为 1 号的学生，因为孩子身上

透漏着一种不可亲近的感觉，所以我尽量让他把自己身

上自带的优越感消除，一视同仁的对待其他同学，应该

对同班同学保持关爱与亲近感。

2. 培养学生自控力和应对打击的能力。

优秀生也会犯错误，所以对其应该更加严格。切忌

因为其学习好而对他们放松管理，相反要严格要求，并

加强其情商的培育，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让他们懂得约

束自己、摆正位置、注重班内学风和班风的建设，以榜

样的力量带动班级，从而更好的促进班主任管理班级 [7]。

3.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注重培养创新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培养是教育的一个

核心要点，让其学会根据自己的学习状况查漏补缺，明

白自己的弱项在哪里、不足是什么，通过其主动地学习

和寻求帮助，才能取得更大和更快的进步，从而获得成

就感。这种成就感来自于自我成就的快乐和满足 [8]。

四、结语

我认为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任，必须付出时间、

倾注情感、长时间坚持不懈，并能站在学生角度去思考

问题，解决难题，及时伸出援手、帮助和爱护，在学生

失意困惑时要主动引导，做到想学生之所想、急学生之

所及。但付出真情并不代表对学生放纵，该严厉时要严

厉、该安慰时要安慰。要把学生当孩子，要有容错的心

怀、引导的耐心、改错的时间，把学生当成是孩子，把

老师当家长。总之在班主任工作中，我深深地体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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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理解、宽容、教导、严厉是班主任和学生的相处

之道，用真心换真心、用关爱促成长，这是作为老师需

要践行的标杆和努力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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