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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提升主题班会实效性
杨程娇

（信宜市教育城初级中学，广东 茂名 525300）

摘要：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主题班会是班主任在实施德育工作过程中十分重要的表现形式，本文倡导主题班会的形式可以是多样化的，

以班主任为指导，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载体，旨在通过开展主题班会，对初中生进行德育教育，塑造他们良好的，健康的心理品质，

帮助学生养成健全的人格，树立科学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只要老师精心准备每一节主题班会课。班会课同样有令人赏心悦目的收获，

会成为学生记忆中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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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视野越来越开阔，个性化越来越鲜明。

说教的模式已不再适应时代的发展，主题班会应当首先举起转化

的旗帜，不再是说教的阵地而应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深化

他们对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的认知和感悟。

一、主题班会的现状分析

每一个班主任都不可避免地要上主题班会，每一个学校也都

会强调：班会是班级管理工作的主阵地。可是，班会课前却常听

到老师们的抱怨：唉，这节课不知道该讲什么？或是这个内容怎

么讲啊？似乎班主任们更多地把班会课定位为“讲”课，一旦没

内容可讲，或者不知道该怎么讲，上这节课也便发愁了。试想，

连班主任自己都发愁的课，又怎能要求学生喜欢上、乐意听呢？

学生扒桌子、赶作业、开小差、说小话便成了班会课的“常景”。

二、提升主题班会实效性的策略探究

笔者认为提升主题班会实效性的策略是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

体性，以学生为核心，尊重学生的人格和个体差异，发扬学生在

主题班会课的主人翁精神，让学生的潜能得到开发。

（一）集思广益，确定班会主题及活动过程

班会课常常变成一节“杂”课：将学校布置的工作交代一番，

将近期的情况总结一下，将要表扬的该批评的表扬一番、批评一

番……无中心、无主题。

曾经出现的问题已成为过去；表扬的是少数表现突出的同学，

批评的是少数调皮捣蛋鬼。许多同学便会觉得与己无关，又怎么

会认真去听，牢记于心呢？其实，许多工作我们完全可以用其他

方式和时间去布置和解决，效果就会事半功倍。班会课要有一个

鲜明的主题，即解决一个目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这些问题

因班级与学段而有所不同。因此班会的主题需要班主任认真观察、

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在课前确定好。

又如考试后，学校工作安排是总结段考情况，可考试情况各

科任老师就单科的总结显然要比班主任的泛泛而谈到位，况且老

师们“众口一词”的说教也难免会让学生厌倦。我一直在琢磨怎

么上好一堂把成绩和兴趣统一起来的班会课。

在一次期中考试中，我班学生没考好，班上第一名与年级的

第一名相差了近 20 分。可班上却刮起了这样一股风：别班同学只

会读书，是典型的“高分低能”！考砸了，没做任何反思，却“阿

Ｑ式”地玩起了“精神胜利法”。针对这一情况，我将班会课的

主题定为“要高分低能还是要能文能武”。主题班会课前，让同

学们对隔壁班同学的学习进行细致的观察，还采访隔壁班同学的

学习情况和兴趣爱好，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班会课上同学们

自然而然地就会侃侃而谈，展示了自己的沟通能力和思维能力。

也意识到自己的懒惰和不足，同学中那种片面而错误的想法得到

了及时的纠正和引导。

又再如，有的同学很努力，但在考试中发挥不好，这给了他

深深的挫败感，老是怀疑自己智力不行，有了比较重的心理负担。

针对这个情况，我决定召开一次“风雨之后有彩虹”的主题班会课。

课前，让同学收集历史上经历挫折的名人，写好以挫折为主题的

演讲稿。结果，同学们给了我大大的惊喜，他们旁征博引，搜罗

了唐代科举落榜的张继在失意之时写下的《枫桥夜泊》，现代伟

人邓小平人生的“三起三落”等资料，充分展示了他们的诗文储

备能力和思想政治素养。通过这节内容丰富的主题班会，同学们

对挫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坦言以后能从容地去面对人生的失

败和不如意，相信风雨之后必有彩虹。

所以，班会课不应是松散的、烦琐的、可有可无的大杂烩，

而应该是主题鲜明、方式灵活、影响长远的心灵鸡汤。

（二）让学生自由地议、大胆地说

定下班会课的主题后，便需掌控好课堂的展示，实践得知：

课堂上教师说什么固然重要，而如何让学生说更为重要。要想让

主题班会课真正发挥作用，一定要做到“二多二少”，也就是“多

引导、少说教、多讨论、少命令”，将主动权交给学生，让学生

在思考与讨论中明辨是非、明白事理。

我曾上过一堂精心准备，却收效甚微，甚至是完全背离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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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的班会课。有一段，班上同学沉迷与电脑游戏中，许多同学

以玩得级别高为荣，一些同学则因“技术”不够而觉羞耻，要

拼命赶上。我当时觉得这事不得了，非禁止不可。于是收集了

许多电脑游戏妨碍学习、危害身体的事例在班会课语重心长地

讲述了一番，紧接着便宣布不许玩游戏，还制定了严厉的处罚

条款并张贴出来。我自认为道理已讲得非常清楚，平日也较有

威力，这股歪风应该被“压下去”了。谁知这一命令竟激起那些“胆

大包天”者的叛逆情绪，而胆小的怕被人瞧不起也加入了他们

的行列，打游戏的、迷漫画的反而比以前更多了。于是我想了

一个办法，让他们自己在班会课上以辩论赛的形式，讨论一下

电脑游戏的利与害。想不到同学们的语句空前流畅，唇枪舌剑，

气氛热烈。电脑游戏的好处列数了十八条，而危害更有二十一

条之多，分析探究之细令人惊讶。充分展示了学生的能言善辩，

思维敏捷。这样一来，那些在课堂上公开反对的同学绝不会沉迷，

而原来“执迷不悟”者也受到很大触动，这样，师生都海阔天空，

何乐而不为？

（三）让学生参与课堂，提升核心素养

班会主题的设计应该基于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运用隐形控制

的方式：设置某种情境，让学生在活动体验中受到教育；设计竞

赛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才艺展示，鼓励学生参与课堂等，

甚至完成放手给学生，让学生自主课堂。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了让红色文化进校

园进课堂。学校开展了“童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文化黑板报”

等一系列活动，但我觉得同学们没能认真深入了解我们中国共产

党的“血性历史”，没能从内心深处激发爱国热情，没能坚定为

国家为社会奋斗的信念。于是我找到了班长，让他组织一次班会，

主题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于是班长找了同学们商量，

听说他们自己可以开班会，积极性都非常高，也积极去找资料，

商量环节，可以在课堂上穿插哪些活动。到正式班会上，班长作

为主持人以一部红色书籍《红岩》导入，以《红岩》中的小男孩“小

萝卜头”为线索，假设小萝卜头还活着，分别以小萝卜头的童年，

少年，中年为时间点，以讲述中国共产党一百年的奋斗史为内容，

展开小组情景剧表演，接着又举办“党的百年历程”知识问答比

赛和“我的梦，中国梦”演讲比赛。不仅让同学们更好地了解中

国共产党的红色历史，也认识到即使有欺压孤立，我们的祖国依

旧能披荆斩棘，行歌万里！也能意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激发爱国热情。课后同学们意犹未尽，还在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这效果远远比我平时上班会课要好很多。

（四）让学生充分地思考，随意地写

一节成功的主题班会应有“余音绕梁”的效果。

一次主题班会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我们只是种下一颗种子，

课后我们还得细细“浇水”培育，班会课还需要像学科教学一样

有一定的“家庭作业”，否则会“劳而无功”。也就是要留给学

生想的空间、写的阵地。我常采用的方式是每周一篇周记，有时

还让学生给我写信。可别小看这封信，因为不是作业，也因为可

以“封口”，学生的坦诚常会令人吃惊，你会从中了解到许多其

他渠道了解不到的东西。其实，这也是班主任与学生沟通的重要

途径。古语有云：学者有四失，教者要先知。可班主任要知道的

不仅仅是学生学习上的“四失”，还要知其性格、知其心理、知

其现状、知其志趣、知其潜力。因此，让学生写下自己的真实想法，

以此了解学生对人对事的真实看法和心理动态，周记、书信等无

疑是便捷而高效的举措。为避免学生应付了事或流于形式，我们

要对布置的内容做些设计，要让学生有话可说、有话要说。

需要注意的是，这是反映学情、校情、心情、感情的周记、

信件，不是作文，我们的主要目的是沟通与了解，而不是写作训

练，所以批改时千万别在文法上费时费力，更不能因此而大批特

批，不管学生写得怎么样，只要说的是真心话，都要鼓励、表扬，

要在评语中流露出对学生的坦诚与关爱，否则，很难让它们真正

发挥作用。

三、结语

班会课怎么上本无定法，一个有教育意识与教育艺术的班

主任，会经常巧妙地利用主题班会这种形式来加强德育工作，变

“灌”“管”“压”为“启”“引”“导”，充分激发学生的参

与热情，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提升主题班会的实效性，对于学

生的成长和今后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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