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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无到有，仰望天穹，凝聚威力
——浅谈如何在班级中进行集体意识的培养

吴天威

（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张家湾小学，湖北 武汉 430070）

集体意识，是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对

于提升小学生道德素养具有重要意义。在开展小学德育教育过程

中， 对小学生进行良好的集体意识培养，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任

务。集体意识，它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非智力因素，重要到可以

影响到儿童的学习与智力开发。不仅如此，它还是一个人日后能

够融入于集体、立足于社会、获得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至关重

要的人格品质。

 一、明确责任，初识集体意识

作为班主任，在班级的第一次班会上，我便竞选班委，并对

班干部的职责一一说明。这样一直坚持到四年级，孩子们的能力

逐渐养成，这学期的第一次班会还是竞选班干部，但不一样的是，

本次提出全员讨论提出了班级建设的目标和公约。不仅如此，班

级每个小组都参照班级公约制定小组公约，并为之遵守。这些目

标都是一个优秀集体应该达到的要求，当然这些是要通过师生多

年不断的努力之后才能做到的。结合本班的实际情况， 有组织、

有目的地完成学校交给的各项任务，如学校军训、研学实践、田径、

三跳运动会、艺术节、科技节、双优示范班等各项评比。我也积

极参与学生的每一项活动，不仅能和孩子们乐在一起，还能明确

要求，起到督促的作用。在班中以个人和小组评比的方法设置评

价机制，将评比内容细化、量化，将每一次活动都视为一次教育

契机，不断增强学生的集体意识。

二、树立榜样，培养集体意识

（一）学习榜样人物，感知集体意识

我有选择地让学生阅读一些有益的课外读物，如，在学习《长

征组歌》，查阅更多有关革命先辈的历史背景知识，了解其为民

族为国家，奋不顾身的精神等。我在指导学生搜集并阅读课外读

物的同时，还注重引导他们理解课外读物中榜样人物的行为动机，

汲取榜样人物思想中的先进意识，学习他们崇高的集体责任感，

让学生在获得精神享受的同时，产生情感的共鸣，从而潜移默化

地使其形成集体意识。

（二）师正为范，潜移默化集体意识

教师在日常教学中就要表现出较好的集体意识，用个人形象

感染学生，为班级形成良好的班风奠定基础。通过各种形式的表

彰来强化学生采取正确行为后的成就感，也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

来引导孩子们养成集体意识。

三、正确对待关系，处处渗透集体意识

随着社会发展，现在的学生还是有很多独生子女，在家里有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细心照顾，被众心捧月。很大

一部分家长认为，只要学习成绩好，不受伤，其他的事情不懂或

不会干并没什么问题。当涉及到这类事情的时候，家长总是推诿说，

孩子还小，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现在不会，长大会突然一天

掌握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因此，部分学生对做事情缺少责任感，

学习以外的能力不强。

作为班主任，我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灌输，我们是社会中的人，

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单独存

在的个体，必须有集体意识，关心他人，包容他人，帮助他人。

针对这一现象，我结合了热点新闻“重庆公交坠江事件”来

进行教育。带领孩子们看新闻，让孩子们自己捕捉里面的关键信

息。孩子们获得这些关键词：责任、冷静、集体意识、眼见为实，

耳听为虚。对于孩子的总结我十分惊讶，在让孩子们联系生活实

际来具体说说他总结出来的词，居然很多人提及班级的热门不文

明现象，并进行分析。一节班会课下来，我并没有说什么，孩子

们倒是说了个畅快。我想他们心里的改变也是畅快的。

关心他人及与他人合作的意识，让他们渐渐懂得，我们每一

个人都是生活在一个群体之中，生活在社会之中，而在现代社会，

单靠个人力量已经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现代社会

要求人们必须具备集体意识。

四、形成集体意识环境，增强集体影响力量

健康的舆论信息是鼓舞人前行的巨大教育力量。它对集体

中每个成员的言行能及时作出表扬或批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

对所有成员进行直接的督促和改进。例如，每周的班会课上，

我们对认真负责的小组进行表扬，让他们在全班面前交流分享

心得，体会并自我反省待改进的问题，为小组取得更好成绩做

好铺垫。在评比过程中给予评价，虽是小组的小集体，却使学

生产生强烈的集体意识何愁我们班级的大集体的集体意识不能

提高？

每一位同学的成长都需要集体生活，当他们的所作所为得到

集体舆论的认可，他们就会更热爱集体，更愿意为集体贡献力量。

学生的集体观念增强了，同时也增强了个人集体意识。

五、结语

最后引用苏霍姆林斯基的一句话，“只有能够激发学生进行

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自我教育”我认为就是自我管理、自我评价、自我改进的

过程。因此，我们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就要让学生自己去意识到

哪些是该去做的事情，哪些又是不该去做的事情，增强他们的是

非感和责任感，并引导孩子了解热点开阔视野，这样就更有利于

孩子们养成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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