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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常规班级建设，打造班级特色文化 
谭筱莹

（梅州市梅县区华侨中学，广东 梅州 514700）

摘要：打造班级特色文化，建设班级共同体，形成创新的、有特色的管理模式是目前农村学校教育管理发展的方向，让学生在学校

在班级有归属感，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班主任可以从立足班级的组织建设、延伸学校的常规活动、结合学科的知识拓展这三方面入手，

逐步形成自己的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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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级文化建设的现状

地处附城学校，生源的组成比较复杂，有城区里去不到优质

学校而的派位学生；有从农村转学来，父母在外打工的留守学生；

有从珠三角转学回来的学生。他们的生活和学习环境的巨大差异，

加上升初中来到新的学校，不适应、不融合等问题造成了附城学

校的教育管理难度很大。班主任的精力集中在并习惯了管理安全

的点上。

说到班级文化建设，估计有部分教师的第一反应通常是：不

就是班级的常规工作嘛，把教室布置一下，学生带好就是了。然

而随着网络的便捷化，鱼龙混杂的互联网信息、家庭结构的变动

等现实让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良好的道德品质都产生了多变

的因素，再加上中考带来的压力，学生的躁动更是异常。因而教

师们都在感叹，学生一届比一届难带，班级常规管理工作难做。

于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纪律严管”和“学习至上”，陷入了“学

生苦——教师累”的班级管理恶性循环。

追根究底，这是班级的建设跟不上学生的变化了！学生没有

班级归属感，也就谈不上学生的全面发展。因此，转型原来班级

建设管理思维，创新机制，打造特色班级文化，势在必行。  

二、班级文化建设的意义

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不管用什么样的劝说，也做不

到一个正确组织起来的、自豪的集体所能做到的一切。”他认为

学生的成长、发展要坚持在集体教育中进行，学生在集体主义精

神的作用下，能逐渐形成品德，使得学生更好地获得全面的发展。

而苏霍姆林斯基则认为：“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这

样一个信念在教师集体的创造性劳动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是

矛盾的吗？不，这是阐明了一个班级文化建设最朴素的原理：让

学生在班集体中受到良好氛围的熏陶，同时在集体中实现不断的

自我教育、自主发展！这是一条最高效的建设之路！

这样看来，班级文化建设包含了优美物质环境与和谐人文环

境。两者能相得益彰，就能够使学生受到熏陶与感染，培养了学

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班级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又能够激发学生热爱班集体、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积极情感。

在建设班级特色文化的过程中，班主任作为主导人，系统构

建特色班级文化思维，带动学生积极参与，家长支持，三方都朝

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最终，形成有特色的班级文化，形成

班级命运共同体。

有目标有计划去打造班级特色文化，班主任的管理能力得到

提高，学生组织和团队的能力得到发展，家长与孩子的亲子合作

思维得到更新。对融合师生的关系、团结同学关系、和谐了亲子

关系有着积极作用。

三、班级文化建设的策略 

建设班级文化，形成特色，关键在于把握好价值定位。就目

前学生发展的形势，对新时代班级建设的价值定位可以是：打造

和谐的班级生活，树立“诚”“实”“真”的正能量精神。有了

目标，可以激发学生积极向上的内驱力，在班级形成凝聚力，为

建设良好的班级氛围奠定基础，是学生有归属感的根基。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教师转变固有的思维，立足班级常规

管理、家长主题活动和文化建设这三种实施途径的融合，形成创

新的有特色的管理模式。

（一）立足班级的组织建设

1. 创设机会促进学生能力发展

班级特色文化反映了班集体的共守规范和集体精神，通过无

性的软约束，在班内达成一致、和谐和默契。在一个规范的班级

中需要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全力构建班级制度文化。在制定班规

前需要先找出该班级的特点、长处、不足，让学生们讨论，充分

发挥学生们的自主研究能力，发扬民主精神。

原有的班级组织结构形成有两种固定的形式：班主任任命和

同学选举。这样形成的班级组织，只要同学没犯大错误，就容易

形成连任。我 2012 届的学生班干部，就是连任了三年。这样的模

式，学生形成的上传下达习惯，对班级事务、建设管理缺乏性创新，

缺乏活力，不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为了让更多的学生对自己定位明确，更有主动参与性，我们

可以设置占班级人数一半的职务（人数多，职务范围就分细一些），

让学生明确各类职务的职责，然后根据自己的特点，找到合适的

职位。两人一组，以半学期为期限再挑战另一职位。这样充分调

动学生的内驱力，可以激发学生的理性创造潜能。对于日常的班

级事务分配，我们一致起名为“因才定岗”。每学期初，学生们

分组研究班级具体事务，对各项物品的管理“因物选人”。班级

中不同的物品，根据特点选择不同的同学来保管。同理，班级中

不同性格的学生，也可以在班级中自主选择不同的职务。“高能

教学助手”——每天负责把班级的多媒体平台教师在上课前开好，

下课后按流程关掉；“体育先锋”——负责安排班里训练工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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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和整理；“朗读者”——每天早晨带领同学朗读语文或英语……

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因为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树立起学

生的自信，从而不断培养学生自主健全的人格。

发生事情需要解决处理时，相关职位的班干要集中一起来，

一方面，把事情及时向老师告知，另一方面设身处地，从当事学

生双方、旁观者及班级的角度去分析，再来决定如何处理。这样

既锻炼了学生的分析能力，又能从高点去处理事务，效果很好。

如：上半年，我出差不在学校。我班和 8 班同学因中考体育

训练场地的问题，发生了争执，对方班级某些同学口出脏话，挑

衅同学，引起了我班学生的义愤。当时负责体训的班干、班委及

班团委同学马上意识到如果处理不当，会引起打群架的大事件。

于是先让体育委员和对方班级老师和班干沟通，其他同学由体育

小组长带队安抚情绪，解释原因，排好队免得哄乱。与对方冷静

有理有据沟通后及时安排好训练，避免了一场混乱的发生。最后

班干们的风采得到了年级老师们的一致表扬。这是一个人人实践

参与的过程，共同的感受，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身体力行，不断修

正建设中枝枝蔓蔓的过程。

2. 以主题家长会活动促进班风建设

班级的建设，形成文化内涵，不仅仅是班主任的事。如果家

长参与成长管理，会对班风建设有很大帮助。起初，总是有家长

会说：“老师，我的孩子就交给您了。”“老师，我的孩子只听

您的，您帮我教育他。”班风要和谐，学生有幸福感，那学生在

家也一定是要和谐幸福的，家校合作也一定是和谐的。基于这一

出发点，我设置了不同阶段的主题家长会，让家长认识到家庭教育、

家校合作对孩子班级环境形成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班级建设

来。

七年级时设置目标是让家长多与老师沟通，共同培养孩子生

活态度和学习习惯及规则意识，共开了五场家长主题班会：《让

我们的合作成为沟通的桥梁》《成功，我们共同创造》《关于规

则，我们要懂得》《热爱生活，学会生活，创造生活》《家庭和谐，

胜过道理》。

八年级设置的目标是促进学生抗挫能力的养成、培养理想信

念和责任感，共开设了四场家长主题班会：《携手共进，孩子的

明天会更美》《接受生活挑战，培养全面素质》《为孩子插上理

想的翅膀，扬起青春的风帆》《责任高于一切，成就源于付出》。

九年级时设置的目标是抓优辅差，坚持中考不放弃，共开设

了三场家长主题班会：《家校合作是培养好孩子的重要前提》《让

我们共同托起明天的太阳》《多关心孩子，不要只关心成绩；多

鼓励孩子，哪怕微小的进步》。

一系列的主题家长会，加强了与家长的联系与沟通，学生素

质修养的培养有了延续，促进良好班风的形成。

（二）延伸学校的常规活动

1. 变通学校的常规性活动，凸显班级文化特色

我校的常规活动主要是升旗、校运会和艺术节。利用好常规

性活动，不当作任务去完成，那么班级的文化特色就可以展示出

来了。如在校运会时，除了正常比赛活动，我班学生组织了“校

园清洁”志愿者行动。这些志愿者，不仅完成清洁的扫尾工作，

更主要的是能与相关班级同学去沟通，共同保洁。起初遇到不少“冷

眼”或是听到“管你什么事”的冷语，他们都没放弃，怀着对学

校的热爱和环保的责任感，坚持到了校运会的结束。爱校爱班，

形成了班级同学的信念。

2. 重建常规工作，开发日常活动教育意义

对学生常规思想教育，应摆脱单一的说教方面。我对思想教

育这一块，进行综合构设，结合学校的“三规”教育的专题，主

要落实在日常活动中，以班会、黑板报、早读为阵地，进行一系

列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德育有衔接，对学生的成长至关重要，也

是形成班级特色文化的主要环节。

首先，利用黑板报，营造氛围。我给班级的黑板报小组布置

了总任务：每个月一期黑板报，以传统节日文化、红色家风故事

为主题。

接着，临时班会解决思想的不良倾向。如果班级临时发生的

事情，是大部分同学能够发现的问题又不以为意的事情，就在当

天下午召开“临时班会”，一事一解决，让学生从现实中养成良

好的品行习惯。从行为、品行等不同角度对学生进行养成教育。

最后是设计早读“十分钟辩论”。每周抛出一个对立的论题，

由各学习小组轮流去主持，培养学生的胆量和思辨能力。

思想教育落实在日常活动中，既是对常规工作的构建，又让

班风的精神文化建设事半功倍。

（三）结合学科的知识拓展

作为班主任，教学是生命线。离开了学科教育，班主任的工

作的不完整的。作为教学科任，要善于去综合教材的教育素材，

在学科教学中不动声色去完成对学生思想的熏陶。如我教八年级

上册时，融合出教材中《孝亲敬老 从我做起》的综合性活动教学，

通过分享孝亲敬老好故事、宣读《孝亲敬老活动倡议书》、论“孝”

主题班会、“亲情作文”征文和“爱心家庭作业”等，让学生了

解了中国传统“孝”文化，培养了学生心存感恩回报社会的美好

品德。这课的教学，既提高了学生制作活动计划和表达自己观点

的能力，完成了语文教学的任务要求，又对学生的思想教育有了

升华。

思想教育落实在教学活动中，既是对学生思想的润物细无声

的熏陶，又是班级文化特色的升华。

综上所述，立足班级常规建设，形成班级特色文化，是抓住

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中心点。班主任结合学生的情况，

采取灵活多变的方式，从常规建设、教育班会和教学渗透等各方

面去进行班级文化的打造，形成一定的模式，一定会营造出和谐

的班级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同时，教师也会与学生共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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