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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班级管理的有效途径 
王新景 

（河北邢台市平乡县第七中学  054500） 

摘要：教育工作是一项长远且持续的任务，其中核心力量则是班主任，也可以说是班级管理。班级管理是校园管理的一个小单

位，在教育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决策，它是直接面对学生的，其管理模式、管理内容如何直接影响到学生人生观、价值观、良好习

惯的形成。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初中生正处于心理发展的关键时期，很容易出现叛逆、敏感等不良现象，对此，需要班主任不断的

探索班级管理新途径。现如今推行核心素养教育改革，不仅需要教师本身素养的强化而且更重要的是对班级管理的创新。立足于此，

本文着重探讨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班级管理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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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核心素养”作为名词开始出现在教育界。所谓核心素

养更多的是围绕学生的全面发展，结合社会需求、国家实际形式教

育需要作出的努力，其中包括多元化的内容，诸如：天文、地理、

科学、自身技能、创新、健康等等，是需要全面发展的。2019 年国

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教育大会上也明确指出“要构建德智体美劳全

面培养的教育体系”，这无疑为教育发展和改革指明了方向。近年

来，国家提倡“双减政策”，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少地方出台

了到 2023 年中考改变传统的学科差别对待，开始采取 9 科全部为

主科的教育模式、考评模式，从根本强化学生的全面教育。这样一

来，在班级管理方面也应围绕着新课标进行，立足核心素养体系，

不断创新班级管理新理念。在此，笔者结合自己多年的班级管理经

验，粗略的谈一下核心素养背景下的初中班级管理的有效途径。 

一、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班级管理的重要性 

核心素养的概念是基于学生全面发展的背景下提出的，旨在培

养学生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强化自身的综合技能和素养，是学生

接受教育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也是学生立足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品

格和能力。学生接受教育分着多个元素，其中对学生影响最为关键

的则是班级管理。所谓的班级管理实际上就是在教育过程中，教师

采取一定的措施和方法引导学生发展的一个过程，是对教育资源、

班级资源的一个规划、协调、组织的互动过程。一般来说，班级管

理过程中，教师是主导，而对象则是学生。可以说，班级管理虽然

是教育管理中最小的单位，但是却是直接面对学生，班级管理的理

念和模式等将直接影响到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诸如：2021 年报道的

南方某中学一个班级整体成绩优异，全部提前被录取，甚至有几个

学生因为参加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而直接被大学的少年班录取，反观

有的班级学生懒散，没有养成好习惯，在什么时候做事都是拖拖拉

拉的性格。这些不一样的表现无疑是班主任班级管理的不同形成

的。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需要教师依托学生的全面发展，从人文底

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等等管理学生，引导学生，推

进学生综合素养和技能的生成，班级管理是教育稳妥进行的有利保

障，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和意义。 

二、核心素养培养背景下初中班级管理现状 

教育的改革，核心素养的培育目标决定了班级管理方向的改变

和创新。在传统教育过程中，受应试教育影响，班级管理的重心则

是辅助其他学科教师帮助学生成绩的提升，注重考试成绩，以成绩

评价一个学生，忽略了学生德育、健康生活等方面的引导和教育渗

透，使得学生的发展较为单一，可谓是“分数是学生的话语权”。

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初中班级管理虽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但是仍然

存在着注重成绩的现象。如：初中纳入了九年义务教育，其招生制

度是划片招生，这两年职高和普高的明显分界线使得初中教育受到

了危机，为了让提升学生的普高升学率，班主任则是将成绩作为班

级管理过程中一项重要指标，甚至学校也将其纳入教师考核制度。

2022 年在“双减政策”以及“私立整合公立教育”大的形式下，班

级管理方式相应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主要表现在对学生整体素养以

及个人综合技能的锻炼，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更为关注知识的学

生，让学生成为班级管理的主体。尤其，中考制度的改革趋向使得

初中班级管理开始朝着全面培育学生的方向转变，从而为核心素养

的培育奠定基础。 

三、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初中班级管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班主任层面 

班主任是整个班级的掌舵人，在大的教育环境下，中考制度背

景下，很多班主任虽然了解核心素养的理念，但是在班级管理过程

中并没有实际性的去践行，更多的是以敷衍的态度去对待一些“与

学习无关的科目内容”，诸如：学生实践活动课，不少班主任为了

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实践课则只是带学生去做个小活动，没

有细化的去落实和关注，更缺少核心素养培育下班级管理目标的制

定，这样一来是不利于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和发展的。以某中学的

七年级为例，班主任开始关注学生的品德和成绩，很多时候也强调

学生要注意团结、学会尊重他人、爱国注意教育等等内容，甚至为

了更好的强化学生的素质教育，整个七年级班主任共同打造一套班

级管理模式，开展系列的竞赛活动、实践活动等等，但是更多的是

将其作为是学生“学习好”的情况下得一个奖励或者压力的一个缓

解平台，从而使得素质教育达不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在于中考

制度，应试教育的根深蒂固，班主任本身个人对学生成绩的注重，

严格把控学生，忽略了学生作为个体自主性的凸显和个人亮点的发

现和发展，将学生以自己的认知进行定格，忽略了班级管理过程中

学生的参与性和自主管理性，使得教育主体出现缺失的现象，需要

班主任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不断地激发和刺激学生的主动参与，促使

学生学会班级自主管理，以此来不断地壮大自我技能和素养。 

2、学校层面 

学校是班级管理的上层次管理面，是上传下达的教育媒介。很

多时候学校的规定和要求直接关系着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方向。诸

如：北京的中学学校注重的是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多面发展，班主任

在班级过程中则着重这几方面的渗透，开展系列相对应的活动，以

此来获得班级荣誉，衡水市、邢台市的中学学校注重的是学生的成

绩，学校从氛围的营造到对班级的要求都是侧重成绩，班主任在班

级管理过程中不自觉的也就注重了学生的成绩，开始一切围绕成绩

转。核心素养下倡导的是学生全面发展，只有几个城市的中学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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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80%左右的学校则是停留在表面的教育改革，本质仍是注重

普高的升学率。比如：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播放一些课件、视频，

让学生根据这个课题写写感悟、写写自己的心得体会等，不仅形式

单一而且内涵匮乏。可以说，学校有所感知核心素养培育，但是在

实际的教育管理过程中考核占有比例较少，可以说，学校层面的不

重视或者是管理范畴的缺失使得核心素养培育有所匮乏。 

3、家长层面 

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学校在社会上承担的责任是

极其重要的，以致于需要获得整个社会的支持。但是要实现这一目

的倘若没有家庭对孩子先进行良好的教育培养，老师在学校中要实

现完美的效果则是不可能的。”家长和学校、班级、学生成长是密

不可分的，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在互联网上我们不乏看到家

长和班主任之间的“斗争”，班主任让家长配合管理学生，家长则

觉得孩子送到学校就是老师的责任，殊不知学生的第一任教师便是

家长，家长对学生的影响是“切实的体会”。一位家长则网上平台

上曾说过：“我一直以为孩子是初中生，不会去关注父母的行为或

者言行，然而相反的是孩子在不断地模仿家长，很多时候孩子是家

长的缩小版。”看似普通的一句话反映出来家长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在现实生活中，家长都对孩子抱有很大的希望，甚至不惜一切的让

孩子接受好的教育，其关注点在于孩子能够考上重点高中，其他的

一切则无关紧要。这种认知的态度使得学生的生活发生变化，无形

中给予了学生“知识学习的压力”，社会上频繁出现“初中生自杀、

跳楼”等不良现象，其主要原因在于家长对孩子知识学习的过于追

求，造成孩子心理负担，不追求甚至忽略了学生作为个体的需求以

及真实发展。 

四、核心素养培育背景下初中班级管理有效措施 

1、班主任层面 

苏联著名教育家瓦·阿·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真正的教育

是自我教育。”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班级管理的最终目的在于“零

管理”，即：学生都能够形成良好的习惯和素养，自我管理和发展。

班主任作为掌舵者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应结合社会教育大的发展趋

势，不断完善和健全学生自主管理模式。初中生从心理学角度来说

已经初步成熟，面对事物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想法，班主任则应

该尊重学生个体的观点，摒弃传统的班主任居上或者班主任做主的

习惯，以平等的眼光看待学生，与学生沟通、交流，引导学生产生

自主管理意识，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对此，班主任可以分为三部

曲来进行。首先，在班干部任命时，让全体学生进行公开投票，公

平竞争，增强学生的班级管理意识；其次，在班级管理过程中，让

学生结合核心素养培育的目标制定班级管理制度、班级运行机制等

等，强化学生的班级管理理念和参与性，让学生成为班级管理的共

同体，打造良好的班级氛围。最后，班主任辅助学生，定期对全体

学生进行综合考评。即：将核心素养具体在行为上实施，以赏罚的

形式来记录每位学生的言行举止，一方面促使学生不断地约束自

我，另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学生自我管理的有效生成。 

2、学校层面 

在核心素养大的教育背景下，学校管理转型很重要，从学校层

面来说校园文化建设以及活动的实施改革是关键，即：打造高质量、

高效能的校园氛围。校园文化是一种软实力，能够从根本渗透到学

生的思想中去，以氛围熏陶学生、感染学生，从而促使学生产生对

应的情感感悟，属于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同时，活动实践可以

说是硬实力，即：开展系列的文化实践活动，诸如：以“获得”为

主题，给予学生足够的空间，以班级为单位分成多个板块，让学生

自由发挥，填充内容，学生则会主动的去创作，不仅有创新而且学

生的参与则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模式，多元化的题材、多元化的形式

都能够彰显学生的获得。双管齐下，软硬结合，打造别样的校园文

化氛围，推动学生全面健康的发展。此外，学校的管理范畴较为宽

泛，也需要在日常中渗透核心素养的相关内容，让学生在不知不觉

中自觉形成良好行为习惯和品德。日常渗透没有明确的方式和固定

的内容，随机性较强，班主任可以结合自己班级的实际情况随时随

地开展教育活动，可以是一个主题班会、一场演讲比赛、一场辩论

赛等等，以主动出击、全体学生参与的管理模式呈现出来，简单明

了使得教育日常渗透。真正的将教育理念渗透到学生的内心，让学

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学校管理的变化，从而接受改变的同时不断强

化自我的行为习惯。 

3、家长层面 

俗话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一句话倒进父母的影响性。可

以说，家长的陪伴和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

作用。想要让学生全面发展，家长则需要改变传统的教育理念，立

足实际发展需求和社会适应性来引导和鼓励学生。即：善于发现学

生的个性特点，提升自我的思想认知，改变过去成绩第一的理念，

树立核心素养培育意识，与学校沟通和交流，按照班级管理的模式

来给予学生在家庭环境中的变化，推动学生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家长作为学生成长和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责任和义务参

与到班级管理中来，以辅助者的身份和意识来推动学生发展。如：

笔者在班级管理过程中与家校协作的方式让家长参与到班级管理

中来，选举家长代表，让家长代表参与班级管理，诸如：参与班级

制度的制定、班级目标的拟定、班级考核方式和内容的制定等等，

以班级的一份子出现。同时还举办家校交流活动，在班会、比赛等

实践活动中邀请家长参与其中，让家长感受教育管理的变化，进而

改变自我的教育观念，更深入的促使学生获得全方面的成长和发

展。 

五、结语 

总的来说，核心素养培育不是简单的一两句话或者短时间内完

成的，它是一项繁琐且长期的教育任务。班级管理工作作为教育体

系构成和发展的主要部分，应结合时代发展变化，不断地创新开展。

作为班主任要清楚的认识到学生是教育的主体，任何活动的开展都

需要围绕学生来进行，班级管理也是如此，旨在培养学生形成综合

技能和素养。对此，在班级管理过程中班主任则应立足社会发展的

实际情况以及学生对社会的适应现状进行改变，以组织者和引导者

的身份开展班级管理活动，根本性的调动学生的自主管理意识，以

学生自我根本来进行充实和提升，有助于核心素养背景下班级管理

工作的有效生成。 

参考文献： 

[1]何红燕．浅谈初中班主任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C].2020

年教育信息化与教育技术创新学术论坛（贵阳会场）论文集

（三），2020:56-58. 

[2]魏书生．魏书生一一班主任的自述[J]．内蒙古教育，2020

（01）：24. 

[3]曹诚．触及学生自尊心最敏感的角落一一从苏霍姆林斯

基那里汲取教育智慧[J].教育科学论坛，2020（01）：5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