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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小学班级管理的比较与优化途径 
常馨戈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大连  116029） 

摘要：班级管理是教学管理的一个部分,是一种组织活动的过程。由于多方面差异中美两国在小学班级管理极为不同。这些差异
主要体现在班规制定、家校沟通、班干部设置和学生隐私保护这几方面，通过对中美小学管理模式的分析与比较从而得出我国小学
班级管理的优化途径，改进小学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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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学家赫伯特 •  斯宾塞(Herbert 

Spencer)曾说到: “班级是学校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学生学习和活动的

主要场所,班级管理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学学校教育教

学活动的成功与否。”由于文化背景、教育理念等多方面的差异，

中美小学班级管理拥有较大差异。不同主要体现在班级规则的制定

与贯彻、班干部的设置、家校关系以及保护学生隐私方面。 

一、班级规整制度的制定与贯彻的不同 
1.1 班级规章制度 

对于班级规章制度的具体定义不同学者秉持不同看法。但其总

而言之班级规章制度是通过口头约定或书面记录的班级行为规章，

其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用以约束和管理学生的行为。 

1.2 我国小学班规制定与执行 

大多数国内小学的班规通常就是学校规则的细化或者是老师

根据学校要求和自身对学生的要求而独自制定，在制定过程中可能

会有家长和学校的参与。但是，很少有学生能够参与到班级规则的

制定过程中来。班级规则在大多数学生眼里只是挂在墙上的一堆文

字而已甚至缺乏完善的奖励或惩罚机制，使得学生并没有实际的认

同感与被约束感。同时在规则的贯彻过程中，老师缺乏引导学生具

体了解规则的过程，通常只是生硬的去告诉学生该做什么，不该做

什么，致使班规的存在感微乎其微。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学生没

有参与到规则的制订中，对规则不能产生认同感，也就导致对规则

的遵守缺乏内在的动力。另一方面由于学生年龄小有的规则难以理

解而又教师又缺乏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理解和引导，更加缺乏对遵守

规则的动力。 

同时班规在执行的过程中严格与否很少有确切的评判标准，很

多时候在班规制定或者修改完成之初教师会严格遵守一段时间，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相关规定的执行力度可能也会随之下降，导致班

规整体的约束力和权威力下降，久而久之班规的执行与作用也就被

弱化了。 

1.3 美国小学班规制定与执行 

与我国的状况不同，美国对小学班级规则的制订更加符合小学

生的认知，也更能激发学生遵守规则的热情。首先，在制订规则时，

老师会邀请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到班级规则的制订中来，因此班级规

则体现了大多数所认同的规范，使得孩子们发自内心地愿意去遵守

这个他们共同制定的班规。对于班规的执行教师通常会采用奖励的

方式，当学生自觉地按规则行事教师会有对应的奖励制度进行强

化。 

其次，在开学时老师会耐心的帮助学生了解纪律守则，为了使

学生记住并遵守会将他们用醒目的方式记录和誊写在纸张上张贴

在教室中。同时为了使学生能够理解班规，教师会用多种有趣的形

式去辅助学生和学生一起操作同时练习如何遵守这些规则，学生理

解班级规则也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的去遵守，从而使得班规的作用

能够较好被发挥。 

二、班干部的设置的不同 
2.1 我国班干部的设置 

班干部应该是我国所具有特色的一种名称和班级职位，设立最

初是为了协助老师更好的去管理班级事务而在学生中设置的职位。

我们国内小学的班干部通常是固定制，通过竞选或者教师任命的方

式来确定，通常在确定后一段时间不会更换，任期通常最少为一年。

我国的这一班干部制具有一定的精英管理的理念，即有能力的少数

人来参与到班级的管理过程中。 

班干部分为多种称谓、多种职能，分工不同相互协作来辅助班

主任进行日常的班级管理。我们常见的比如班级的学习委员负责与

学业相关事宜，卫生委员负责组织教室卫生清洁的相关事务，不同

职位各司其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班干部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为班级

管理与老师的工作开展带来了便利条件，同时也使得成为班干部的

那些人更积极参与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个人的能力。 

但是后来班干部的设置给学生也划分了等级，班干部不仅仅是

一个头衔，它也是在班级这个团体中权力与地位的标志，一个头衔

对应着老师把自己的某一部分权力给予了头衔所对应的人。班干部

之间也是有大有小，我们经常能够看见小学生佩戴“一道杠”“两

道杠”象征自己作为不同级别班干部的地位。这种权力的不平等带

来的地位的不平等可能最终会转化为等级。 

2.2 美国班干部的设置 

在美国也和我们一样设置班干部，和国内班干部不同的是美国

小学的班干部并不是固定的或者长期的，而是通过竞选之后开始自

己的任期，这个时间通常为一周，一周结束之后不得连任，在这个

任期内各个班干部需要完成自己的职责。班干部采取轮换制的方式

使得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当班干部的机会，原则上如果并非所有

的人都当过班干部，那么不许重复竞选。因此使每个人的机会是均

等的，所以每个人的地位也是平等的。 

此外，与国内班干部的最大区别是，美国班干部的任职与学生

的成绩无关只与学生处理相关事务的能力的相关。在美国班干部的

任职期间基本职责就是为同学们服务，班干部有的会统一都称呼为

班长，按照分管的事务的不同前面有所区分，如纸班长、教科书班

长、卫生班长等。根据名称的不同同样负责不同的事务来更好的为

班级同学服务。 

三、家长在家校关系中的地位不同 
3.1 我国家长在家校关系中的地位 

家长与学校都是学生发展过程中的支持性因素，对学生各项能

力的发展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家校共育过程中却往往被

放在不平等的关系上。在这对不对等的家校关系中家长往往是处于

被动地位，他们被动的接受老师给孩子以及家长自身布置的任务。

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家长更是通常处于一种依附地位，学校与老师

处于主导的地位。地位上的依附关系导致家长与学校的互动即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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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或者有效性很低，家长参与进来的积极性相对较低。在教育的

过程中一部分的家长会主动询问孩子在学校的学习等各方面的状

况，另一部分的家长则是等待统一的时间如“家长会”的时候了解

自己孩子的状况。由于学校和老师的主导地位使得家长在和教师进

行沟通的时候总是比较小心，希望老师能够关注到自己孩子的学习

状况加以关注与及时反馈。 

同时家长对学校的管理以及老师的任用等方面没有相应去干

预和考察的机会，家长往往是听任于学校的安排，从而使得两者在

很长时间内地位不是平等的。近年来我国很多小学班级也采取建立

“家长委员会”的制度，但是家长委员会的建立人往往是学校或教

师，家长委员会的名单也通常是自愿报名学校进行筛选与选择。“家

长委员会”也是小部分有能力的家长协助老师进行一些其他事务的

处理来辅助进行班级管理，也是班级管理的延伸部分。 

3.2 美国家长在家校关系中的地位 

然而在美国，家长与学校的地位是相对平等的，家长与老师可

以以一个平等的姿态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美国有一

个正规组织——家长教师协会，与我国小学自发组建的“家长委员

会”不同的是，它的作用是在于让学生、家长、老师更好的沟通，

同时也更加规范化而不是随意的班主任自己组建的小组织。通过家

长教师协会，父母不在是教育的“旁观者”，而是班级教育中各项

活动的积极参与者，除了监督学校与老师之外也承担着组织学校活

动的任务，以此来减轻学校与老师的负担。由此可见，美国的老师、

家长、学生在学校范围内是一个更为平等的关系。学校、老师、学

生也能够更好的进行沟通、交流，去探讨孩子的教育问题，也更有

利于教师了解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诉求与需要从而更好的进行日

后的班级管理工作，更有针对性的教育每一个学生。 

四、学生隐私的保护力度的不同 
4.1 我国学生隐私的保护 

隐私在我国是一个长久被提及的一个话题，成人往往更重视对

隐私的保护，但是一直以来隐私权的保护在我国好像并不怎么受重

视，尤其是未成年的人隐私更是很少得到关注与保护。在学校或者

家庭中学生的隐私往往被老师和家长以‘都是为你好’‘我是关心

你’的理由而窥伺甚至于公之于众。不可否认这也源于家长和老师

对于学生的关心与爱护，总是担心学生在思想上或者情感上出现问

题但是这也模糊了学生对于隐私的定义以及保护隐私的意识，将其

当做了习以为常的事情，就会将自己或者他人的隐私不经意间泄露

给了其他人。 

这种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体现不仅仅在于我们所熟知的成绩

的公布上，同时在这个新媒体时代，随着网络技术的发达，老师和

学校经常会将一些学生违规时的视频和照片为经学生本人许可发

布到网络上。被问及时也以“树立反面典型”、“引以为戒”等说法

搪塞，使得学生的自尊受到伤害，很少受到责问更不用说为此担负

法律责任。 

4.2 美国学生隐私的保护 

但是国内一些家长和老师的做法在美国人看来是违法的，无论

是学生的成绩还是肖像、身体都是孩子的隐私，无论是学校还是老

师都没有权力去未经同意去私自发布与这些信息有关的内容。和我

们国内不同的是，美国学校里小学生的家庭情况、身体情况、学习

情况等都属于隐私的范围内，都是需要保密的，所有别的同学与家

长是不允许打听的，教师一旦被得知有相关行为很可能会吃官司。

这种对孩子隐私的保护可以很好的保护孩子的自尊心，也从小给孩

子灌输了一种维护自己权益的思维。 

同时美国学生尊重隐私的行为不仅仅是受文化影响，也和他们

相互合作、相互分享的学习氛围有关，美国学生间很少有竞争的观

念产生，他们很少进行学生之间的横向比较，更注重发掘每个孩子

的长处与闪光点，学业压力的减少自然也使得学生不与他人进行比

较，更多的关注自己而非他人。 

五、国内班级管理的启示 
5.1 完善班规制定流程与执行方式 

通过国内与美国班规制定的对比可以看到国内班规制定的专

制性与随意性，专制性体现于制定主体的单一性——教师学校主

体，随意性体现于执行过程中的奖惩的不明确性与不连贯性。破除

这些缺点加强班规的有效性就需要完善班规制定流程。首先加强学

生的参与度提高规则的认同感从而加强规则的存在感。学生与教师

通过商议讨论，共同制定规则，加强教师与学生的沟通。其次班规

的实行要严格，不能随意，每次出现的问题要一致性对待，教师公

平处理每一次问题，实行每一天奖惩制度，加强班规的权威性。 

5.2 加强家校高质量沟通与合作 

家校沟通一直是备受关注但难以协调的问题，我们不能否认家

庭和学校都对学生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家长应积极主

动地与学校教师进行沟通，学校建立健全沟通制度，制定相关规则，

相互主动平等沟通，教师与家长积极反馈问题，通力合作解决问题，

使家校教育产生合力，为孩子创设良好的成长环境。这点我们可以

学习借鉴美国，设置更加规范化的家长与学校沟通的中介机制，帮

助家校进行更好的协调与合作。 

5.3 健全更加平等的班级管理制度 

对于班干部的设置上长期的任职制导致班干部成为了班级权

力的一种形式，在班干部设置的相关规则制定中应该充分考虑到班

级中大部分学生，尽量将机会分到班级中的每一个人，借鉴美国班

干部的“轮班制”使得每个同学都有为班级服务的机会，将班干部

拥有管理权转变为班干部拥有服务权，使得班级内学生间更加平

等。同时除了在班干部设置上的平等，包括一些座位的调换、清扫

的责任区等等涉及到学生的各项制度规则都要充分实现学生间的

平等。 

5.4 加强学生相关权益的维护 

在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很多时候过于关注管理而忘记了我们管

理的目的是帮助和促进学生的发展和进步，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才

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对象。学生的相关权益和权利更是应该被我们着

重保护，注重班级管理的方式方法不能适得其反。在班级管理过程

中有意识的保护学生的相关权益，考虑到学生的自尊，如保护学生

的隐私权，不公开学生不愿意分享的内容，给予学生尊重理解与保

护，体现班级管理的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1]冯慧,沈逸.中美小学班级管理比较研究——以第 56 号教

室为例[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5(11):39-43. 

[2]邰雪梅. 中日两国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比较研究[D].

内蒙古师范大学,2017. 

[3]陈晚.近看美国教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135-137 

[4]王文.零距离美国课堂[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0.80-83 

[5]赵楠.德国教育的“美丽与哀愁”[M]北京：中央广播大

学电视出版社，2013：107-108 

[6]张蓉.美国中小学班级管理的特点及启示[J].江苏教

育,2017(87):1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