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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生活动的班级文化建设研究 
——以诵读为基本活动研究形式 

宋航 

（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淮安分院  223005） 

摘要：职业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学生活动往往是辅助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而好的学生活动对促进学生全方位发展、形成良好
的班级文化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本文试以诵读为基本活动研究形式，总结围绕班级文化建设目标、以生为本、互动性的建设原则，
探寻班级文化建设“以文化人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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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是一项有目的的、有计划的、有步骤的组织众多人参

与的具有广泛凝聚力的活动。[1]在职业学校的日常管理中，学生活
动往往是辅助教学管理的重要手段。积极的学生活动对促进学生全
方位发展、形成良好的班级文化有巨大的推进作用。本文试以诵读
为基本活动研究形式，探寻基于学生活动的班级文化建设路径。 

班级文化建设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关于全面深化课程
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相一致，与学生身心发展的规
律相一致，更要与班级的班情相一致。本文探寻的班级文化指班级
成员在长期的班级组织生活中，共同磨合、彼此适应和积极建构，
从而形成的集体认同并遵循的班级价值观与行为标准体系。[2]班级
文化作为一种隐性的教育力量，在班级管理中具有自我约束、激励
鼓舞、凝聚同化等功能[3]。 

一、基于学生活动的班级文化建设原则 
良好的班级文化一旦形成，就会不自觉地通过一定的形式融入

到班级成员的学习、生活、活动等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
生的思想观念与行为习惯[4]。学生活动是发展班级文化的重要一
环。学生活动多种多样，但并不意味着是天涯孤舟，随处飘荡，更
不是主导者的一时兴起，三分钟热度。学生活动的制订应该是科学、
系统的过程，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1.围绕班级文化建设目标的原则 
科学、系统的学生活动，在根本上要符合时代背景，与教育法

规、政策、学校建设方向等保持一致。在这样的大方向引领下，需
要具体的班级文化建设目标作为指引，落实在具体可操作的学生活
动上。同时，随着学生活动的开展与进步，会发现新问题、得出新
结论，更会不断促进班级文化建设的发展与完善。 

2.以生为本的原则 
学生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学生本身。学生作为教育

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教育的受众，也影响着教育的理念、教
育的方法、教育的内容等众多方面。因此，学生活动的制订、组织、
总结等需要始终与“学生”保持高度亲密，遵循以生为本的原则。 

3.互动性的原则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教育教学内容的活动化、项目化成

为趋势。学生活动的高度开放性，使其必然应具有互动性。学生活
动的互动，对内需要学生之间的生生互动，对外需要学生与社会的
互动，包含活动策划、组织、实施等过程涉及的社会部分。而这样
的互动性也是随着学生能力的提升呈递增、递强的趋势。 

二、以诵读为基本活动形式探寻班级文化建设策略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注重以文化人

以文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
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以班级文化建
设方向为引领的学生活动，要想真实效，须得落到具体的活动中去，
试以诵读为基本活动形式，探寻班级文化建设“以文化人三策略”。 

1.文化引领：科学策划 
以班级文化建设方向为引领，学生诵读活动科学开展。 
一方面，诵读活动主题设置与班级文化构建方向一致。如班级

文化建设目标之一爱国主义教育，诵读活动的策划主题可围绕展
开，班级开展主题为“让家国情怀在血脉中流淌”的朗诵比赛。 

另一方，诵读活动的策划要科学合理。（1）依据班情。班级文

化是在班级成员共同活动中建设而成的。但是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
性格、特长等，共同组合而来的班级也具有其独特性，活动的策划
还需以班级班情为依据。（2）集思广益。诵读活动的策划，由活动
时间的拟定，活动形式的分工，再到活动流程的确定等等步骤，都
需要广泛征求意见，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也能更好的保证活动的质量。（3）善假于物。“君子生非异也，
善假于物也。”学生在策划诵读活动时，也要学会借助于外物，如
学习成熟媒体上诵读晚会、向班主任老师、诵读专业人士请教等。
学会借助外物，科学策划。 

2.文化建设：精准实施 
班级文化建设是教育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班级发展的

重要途径，更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班级文化不
是捕风捉影，是需要落地精准实施的。在诵读活动促进班级文化建
设中，精准实施体现在以下几方面：（1）因材分工。诵读活动过程，
要因材分工。不同学生各有所长，统筹安排实施时要扬长避短，让
学生尽量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中展示自己。如声音嘹亮的同学
可以主持、细心周到的同学可以做场务等。这样的安排既保证了活
动的顺利开展，也无形中锻炼了学生的综合能力，做到以活动育人，
以文化建设人。（2）责任到人。按照分工，细化责任，各司其职，
责任到人。避免活动中的工作出现漏洞、交叉等情况，诵读活动的
每个步骤都要权责明确，责任到人。这样既增强学生的责任心，又
使得各方力量可以更好汇聚，形成强大凝聚力，为形成优秀的班级
文化打下基础。 

3.文化提升：总结反思 
学生活动是长期进行的，班级文化建设也不是一蹴而就，想要

更好提升，需要在活动暂告段落后多多“回头看”，不断总结、反
思、提升。 

班主任总结反思。通常而言，班主任教师全程参与班级诵读活
动，参与的程度视班级实际情况，一般起到引领、监督、托底的作
用。学生活动过程中，教师应善于观察、记录，事后善于总结反思，
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全面总结，并以此适当完善班级文件建
设。 

学生总结反思。学生可以进行自我总结，也可以众人一起开设
总结会议。回顾活动过程，发现不足、总结教训，学习他人优点，
为下一次更好开展学生活动积累经验。 

制度、文化凝练。经历一次次学生活动，总结归纳会形成有形
活动制度；而活动中学生收获的爱国情怀、责任意识、合作意识……
与他人交往越来越从容，脸上的笑容越来自信，这些无形的便是班
级文化建设最好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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