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66 

基于班级文化建设的创新管理模式研究 
张嘉慧 

（山东东营市第一中学  山东东营  257091） 

摘要：教育可以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受教育者也在不断改变教育的形式和模式。随着 95后群体逐渐走向校园，班

级文化建设的主体也在发生变化。班级文化是整个校园最重要的文化，是校园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许多班级文化根据不同的班

级成员和学校环境表现出其独特的特点。班级文化在学生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各高校都在积极完善班级功能，创新

班级文化建设模式，为学生的培养奠定更好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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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ducation can exert a subtle influence on the educatees，who are also constantly changing the form and 

mode of education. With the post-95 group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campus，the main body of class culture construction 

is also changing. Class cultur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ulture of the whole campus and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campus 

culture. Many class cultures show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class members and school 

environments. Class culture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student education. Nowadays，al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actively improving the class function，innovating the class culture construction mode，and laying a better cultural 

foundation for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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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场所。在这个“世

界”中形成的独特生活方式是阶级文化。良好的班级文化可以通过

班级旗帜、班级氛围等对班级成员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并通过对

班级文化建设制度化模式的完善，提出了班级文化建设的社区模式

[1]。班主任作为班级的管理者，也要成为引导者和助手，充分激发学

生的积极性，让学生参与班级物质文化、班级制度文化和班级精神

文化的建设，形成开放、民主、生活的班级文化。 

1.班级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1.1 缺乏民主观念 

在班级管理中，许多教师倾向于采用传统的“保姆式”、“裁判

式”和“警察式”管理方式，不注重为学生提供自己活动的空间，

使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无法得到满足，更好地发展自己的人格

和健康。 

1.2 忽视学生主体地位 

在班级文化建设中，让学生学会共同生活，最大限度地发挥个

人潜力，决定着教育的成功。然而，许多班主任在班级文化建设中

忽视了学生主体意识的培养，不注重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如何处理个

人与集体的关系，影响了班级文化建设的效果[2]。 

1.3 文化活动开展过于形式化 

班级文化需要通过班级活动来呈现，但高中生面临着繁重的任

务压力，因此学校要求尽可能减少他们的活动，而他们可以参加的

大多数活动都是根据情况而不是他们的意愿。此外，该班在开展活

动时没有遵循以下原则：第一，没有遵循学生是主要价值观的原则；

第二，没有遵循发展原则；第三，没有遵循有效性原则；第四，大

多数活动相对“标准化”；这种“标准化”的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都

没有丰富的色彩，以至于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3]。学生没有通过活动

得到提升，更不用说让学生在活动中体现自己的价值。 

2.班级文化建设创新必要性 

2.1 增强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 

在来学校之前，许多学生还是家里的“宝贝”，过着衣食无忧的

生活，不必独自承受生活的艰辛，受到父母的强烈保护，导致缺乏

独立和独立的能力，对社会知之甚少，不具备适应社会的能力，不

能独立承担事情。学校是学生成长不可或缺的地方，也是学生走向

社会的过渡期。班级是一个小的社会群体，在学校，特别是在班级

里，有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优秀的班级文化，可以让学生初步适

应社会，锻炼自己的能力。只有拥有优秀的阶级文化，他们才能有

效地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在未来以更健康的面貌进入社会。 

2.2 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 

良好的班级集体和良好的教育环境对学生的德、智、体、美、

劳等方面的发展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自然环境

主要通过客观现实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构

建和用好班级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发挥特色班级文化建设潜在效

应。它使学生能够在愉快的氛围中随时获得洞察力，产生学习凝聚

力，并产生强大的力量。通过师生对教室的精心设计，封闭冰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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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墙壁被赋予了生命，让每个学生都能接触到个性化的学习氛围，

给予精神上的提升，提高学生的情感价值，从而达到育人的目的[4]。

苏霍姆林斯基说：“只有创造一个育人的环境，教育才能达到预期的

效果”。作为学生学习和接受教育的基础课堂，其环境的优劣将对学

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通过课堂环境的安排，为教育和学习创造

外部文化环境，可以增加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乐趣，增强班级凝聚力，

激发热爱班级和学校的热情。 

2.3 提升学生行为准则 

班级成员都是不同的个体，形成了一个大的班级集体。他们在

学校一起学习和生活。几年后，成员需要形成更统一的情感和行为

规范。在课堂上，必须有统一的核心文化，这是一种具有主流核心

价值观的优秀文化。优秀的班级文化不仅使成员在良好的氛围中规

范自己的言行，而且可以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加强道德建设，间接

地为成员提供各种教育，提高他们的行为准则。 

3.基于班级文化建设的创新管理模式 

3.1 健全班级管理制度 

班级是整个班级的共同“家”“科学、民主、健全的班级管理制

度是班级文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形成良好班级氛围的有力

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就没有规矩。“一个好的班级集体除了

依靠学生的自觉性之外，还需要一些必要的管理制度，以最大限度

地克服学生行为的随意性，并发挥惩罚不正之风、鼓励落后进步和

奖励先进学生的作用。班规是全班遵守的制度，包括文明礼仪、学

习常规、出勤常规、基本规范、卫生义务、奖惩等，学生是班级管

理的主人，他们是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5]。在制定班级公

约时，我们应该鼓励每个学生参与，广泛听取每个学生的意见和建

议，然后通过全班的民主投票形成最终决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

学生的心理认同，内化成为他们的目标，并以积极的态度实施，从

而促进学生的自我管理。 

3.2 重新布置教育设施 

教室内教育设施的布置主要包括黑板、讲台、教学设施和座位

的布置。新课程明确指出，“教育应该以人为本，以促进每个学生的

发展为基础；”这要求我们尊重学生，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意识，建

立良好的活动氛围，帮助学生成为有独特见解、善于与他人合作、

全面发展的人。对于这一要求，良好的座位安排有助于形成良好的

学习氛围。良好的学习氛围是学生良好学习情绪的保证。良好的氛

围和心情是建立学生积极参与自主探究模式的前提。良好的座位安

排也是培养学生良好人格和良好人际关系的重要保证。 

3.3 整体推进班主任队伍建设 

第一，学校要明确班主任的相关职责，建立健全班主任工作制

度，通过校本培训对学校德育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第二是学校要成

立学习型班主任工作组，总结班级文化建设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

做到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稳步推进班级文化建设体系化，努力打

造实用的班级文化建设课程体系。第三，学校要为班级文化建设的

实践过程提供行动指南，为班级文化的建设提供规范、规范的行为

准则，从而提高班主任的职业素养。第四，班级文化建设应建立管

理档案，为每个学生建立成长档案，用好家庭手册，实施家庭学校

教育。第五，班主任作为班级建设的主要负责人，要引导学生积极

参与班级文化的创建，让大家共建共享，适应时代变化，始终保持

初心，与国家理想接轨，关注核心素养，关注个体生活。 

3.4 突出强调学生主体地位 

每个学生都是班级文化建设的对象。使文化达到理想效果的关

键是实现师生之间的合作。学生作为管理的主体，可以依靠自己的

调控能力来帮助开展相关工作。教师将引导学生根据个人情况确定

学习计划和目标，以确保激发学生的意识。例如，在某次英语考试

中，学生 A 的分数是 90 分，因此他可以将下一次考试的目标提高

到 95 或 98 分。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学生 A 必须付出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这个过程可以对学生 a 或班上的其他学生产生非常积极的影

响。总之，教师应根据情况从多角度培养学生的意识，以确保文化

建设和相关工作的坚实基础。 

3.5 利用当地红色文化、家乡文化，发掘其深刻内涵，将其融入

班级文化建设中。依托红色文化校本课程，召开班级主题班会，助

力班级文化建设。组织班级社会实践活动，走进杨庙社区看新发展

理念下的新型农村社区；参观中共刘集支部旧址、共产党宣言纪念

馆、东营历史博物馆、渤海垦区革命纪念馆、百年义和历史文化展

馆、学校党史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走进黄河入

海口，感受黄河入海口湿地文化，挖掘湿地资源，讲好黄河故事。

感受孙武文化、油田开发精神，坚定文化自信，汲取奋进力量。 

4.结语 

班级文化活动为学生思想品德的成长提供了实践条件和生活经

验基础，对学生的群体观、审美观和价值观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并在心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内在激励。教师和学生紧密团结。凭借高

度的信任和和谐的关系，该阶层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和活力，该阶层

和牛获得了共同的成长和发展。这种班级文化是提高班级管理水平

的需要，是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班级管理的重要平台，是加强班级氛

围和校风建设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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