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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集体的德育意蕴：一种集体建设的分析 
李  江 

（汉江师范学院   湖北十堰  442000） 

【摘  要】班级建设到高级阶段就形成班集体。班集体既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以学生自主管理为中心，按照学
校管理规范组织起来的以促进班级同学直接性人际交往为特征的交往共同体，也是为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以教学活动为中心，按照学校教学规范组织起来的以促进班级同学共同学习为特征的发展共同体。故
班集体既是衡量一所学校办学质量的高低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所学校教学风气和学习风气的好坏标准。
可见，班集体相对于集体中的个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相对于个别教育，班集体具有不可替代
的教育功能，特别是对学生的道德形成，具有独特而又微妙的价值。本文就以班集体的建设的角度来分析
班集体的德育价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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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德育目标和德育认识：班集体目标建设中的德育
意蕴 

班集体的目标既是班级建设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衡
量班集体是否建成的标准。班集体的目标不仅能为班级同
学指明了奋斗方向，还能为实现班级的共同目标而协调班
级同学的行为。故班级目标逐渐实现的过程也就是班集体
形成和巩固的过程，班级目标建设是创设一个好的班集体
前提和基础。班级目标建设既要重视培养班级集体意识这
一共同的奋斗目标，也要建立成良好的班风和正确的集体
舆论等层级目标，这既是班集体的德育目标，也是创建先
进班集体的精神力量。 

1.1  德育目标的确立：班集体共同目标建设中的
德育意蕴 

班集体是在实现班级目标过程中而组织起来的一种
教育集体。班级目标既是指引班级行为的基本标准，也是
班集体形成的基本动力。只有共同的奋斗目标，才能协调
个人的奋斗目标，才会有集体的统一行动，才能朝着共同
的方向前进。班级的共同奋斗目标是班集体形成和巩固的
前提和基础。培养集体意识是从实现班级目标开始的，在
实现目标的过程中，每个学生都要会体验到自己是班集体
的一份子，集体的荣誉有自己的一份劳动和付出。故班级
的共同奋斗目标，既可以培养学生对集体的责任感，也有
利于培养学生对班集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可见，培养集
体意识既是班集体的共同目标，更是班集体建设的德育目
标。另外，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必
须以班集体全班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共同目标，促使每一个
体都能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这既是
班级集体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本身也蕴含着德育目标。 

1.2  德育知识的认识：班集体层级目标建设中的
德育意蕴 

就班级组织就性质来上来说，班集体是以学习为中心
而组建的小学生日常生活共同体。班集体承载的是小学生
日常生活，这一生活是虽然以学习为中心的目标，但还包
含其他诸如娱乐、游戏、情感、交友等方面的目标。如学
生通过在班集体里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能提高对世界观和
生活观的认识；通过处理班集体中的各种关系，学习和内
化社会规范，学习做人之道；通过班集体中各种组织机构，
扮演各种社会角色，培养公民意识。另外，在班集体生动
的生活中引导学生关心身边的事情，关心学校的发展，关
心社会的发展，关心国家的发展，并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社会活动、国家活动，既能引导学生认识“新时代、新环
境”，也能增强学生对班集体、对学校、对家庭、对社会、

对国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可见，班集体是学生进一步学
习群体规范和道德知、形成道德品质的重要场所。另外，
中小学生社会性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道德品质的
发展。学校开设“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等课程，
系统地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培养他们的道德情感、煅炼
他们的道德意志，训练他们的道德行为，这样不仅在内容
上拓宽了社会道德规范的范围，而且在程度上加深了小学
生对道德规范的理解，使其既知道其然，还知道其所以然。 

2  德育观念和德育理想：班集体组织建设中的德育
意蕴 

小学的班级既是学校的基层行政组织，同时也是一个
少先队组织，这两种组织是平行的，并且这两种组织都是
由同样的成员组成，所以，小学班级实际上是一个合一的
组织或者说是具有双重性质的组织。小学班级是以学习教
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组织。作为学习组织主要是把小学生
培养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而作为少先队组织，则是为了
把少年儿童培养成社会主义的接班人。[2] 

2.1  德育观念的建构：班集体职权组织结构建设
的德育意蕴 

班级是学校的基层单位。作为一个教育性学习组织，
班集体组织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由职权结构、角色结构等组
成的系统。也就是说，班集体的正式组织是班委会，由班
长和各个职能委员组成。少先队组织有队委会，由中队长
和各个职能委员组成。角色结构是指在班级集体组织中，
每个队员都扮演一定的角色，担负一定的责任。在这种角
色结构中，班干部能正确扮演自己的角色，能正确地处理
与教师和同学的关系，能够带领全班同学实践共同的奋斗
目标。换言之，在集体活动过程中，学生会认识到自己是
集体的一员，会主动的关心集体并积极承担责任，还会主
动的为了集体的目标而不断努力。在班集体生活中，学生
在活动中感受集体的存在，体会个体对于集体的存在关
系，能正确地处理自己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
以及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等关系，更能激发为集体的荣誉
而努力的观念。可见，班集体组织结构的建设蕴含着道德
观念的建构。 

2.2  德育理想的培育：班集体“先锋”组织结构
建设的德育意蕴 

少先队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组织。在小
学，班级既是学校教育教学的基层组织，也是少先队的基
层组织。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一个少年儿童的群众组织。作
为一个组织，少先队具有鲜明的组织特征，它具有明确而
又鲜明的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指出中国少先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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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团结教育广大少年儿童，听党
的话，跟党走，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
公共财物；二是要努力学习，增强体质，并积极参加实践，
不断培养能力，努力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合格
人才和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可见，少先队作为建设社
会主义和共产生主义的预备队，它同样要求学生在德智体
等方面的全面发展，但其核心是是对少年儿童进行革命思
想和革命传统教育，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少年儿
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教育和集体主义人生观教育。可见，
班集体“先锋”组织结构的建设蕴含着崇高的道德理想的
培育。 

3  德育习惯和道德品质：班集体制度规范建设的德
育意蕴 

班级集体是一种规范性的社会组织，其成员之间只有
具有共同的行为准则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班级集体才能维
护其统一。也就是说，要形成一个良好的集体，就应该有
一个要求群体内每个成员必须遵守的思想和行为标准，即
班级规范。班集体的规范主要有二类：一类是由成人社会
移制过来的，如明文规定的学生行为准则，成为形式规范，
学生在本规范的约束下，学生能形成良好的道德习惯；另
一类是非形式规范，如约定俗成的舆论、风气、传统等。
此种班级规范从日常生活和学习方面对学生进行约束和
教育，能促使学生形成正确的劳动观、责任感和公德心等
道德品质。 

3.1  道德习惯的塑造：班集体制度规范建设中的
德育意蕴 

班集体规范是指那些以班级规章、制度、公约、纪律
等为方式表现出的班级规则。这些规则既为班学生提供了
一个制度化的学习环境，也为班级学生提供内化规范的教
育氛围和行为准则。故班集体的制度是制约学生道德行为
的内在力量。正如玛丽•道格拉斯所言“集体规范可以对
人的德行产生影响”。群体理论指出：个体对于集体规范
的遵守是集体教育力量的首要表现。换言之，如果个人既
不遵从群体制度，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惩戒，那么，不遵从
集体规范的人也会随之增多，群体的一致性就会降低，班
集体的规范力度也会下降。如果个体和群体的这种互动没
有约束的进行下去，就有可能会使班集体现有的规范瓦
解，从而出现其他的规范。因此，在班集体制度规范建设
过程中，既要强化集体规范对学生行为的约束力度，也要
反复宣讲，引导学生认识到集体规范的意义和价值，培养
学生自觉按规范行动的习惯。可见，班集体规范是通过蕴
涵在规范中的价值观、道德观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思想
道德，进而培养其道德行为习惯。[3] 

3.2  道德品质的培养：班集体舆论规范建设的意
蕴 

班集体舆论是班级规范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班级规范
外在的支持力量，是对班级成员偏离规范行为的制约，是
对班级成员高级道德行为的促进。集体舆论中的异口同声
可以使集体成员感到强大的群体压力，能制约集体成员的
行为，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对班集体而言，最直接的舆
论影响来自班级学生，如果在班级学生中存在不良的舆
论，否则，就难以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品质。因此，
在班集体建设中，广泛宣传班级规范，充分引导班级同学
用自己的言论来和行为来践行班级规范，逐渐形成班集体
的舆论力量，在班集体中形成“舆论就是有力的惩罚”的

观念，并以此来强化班规的约束力。如，通过集体舆论对
“诚信守纪、助人为乐、舍己为人”等积极的道德思想和
道德行为给予大力的支持和鼓励，对“自私自利、爱慕虚
荣、贪图享乐”等不道德的思想和道德行为给予严厉的批
评和指责，从而使更多的学生自学地遵从班级规范，养成
良好的道德品质。 

4  德育情感和德育行为：班集体文化建设中的德育
意蕴 

班级文化是一种特殊的育人环境，是班集体成员在共
同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所创造的物质、制度和精神环境
的总和。在学校生活中，班集体是学生生活的主要场所，
班文化的好坏不仅影响到学生的学习，更是会直接影响到
学生的健康成长。在学校中，班级文化是一种亚文化，在
课程研究领域中，它往往归属于“隐性课程”或是“潜在
课程”的范畴，它对于班集体成员的发展，特别是对集体
成员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起着十分重要的潜移默化的
作用。 

4.1  积极道德情感的体验：班集体精神文化建设
中的德育意蕴 

班级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灵魂所在，具有引领、凝
聚、约束和激励功能。它既是全班同学群体意识的体现，
也是全班学生的精神追求和共同的价值准则。主要包括班
级目标、价值取向、班级风气、班级舆论、人际关系和群
体意识等。在班集体精神文化的引领下，学生能形成很强
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能主动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养成
较高的道德行为。换言之，班级成员之间相互接受、悦纳，
每一个班级成员都能感受到自己在这个班集体的价值。反
之，如果一个人仅仅从名义上隶属于某个群体组织，被迫
地、被动地生活在某个群体组织中，或者带着某种功利目
的加入到某个群体组织中，那么不管其他个体怎么样，至
少对这个人来说该群体组织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集体，因为
他对该群体组织没有什么心理情感上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由此可见，通过班级精神文化的建设，可以使班集体中师
生关系变为民主、和谐、平等，同时，集体成员之间也会
形成互相帮助、互相合作的密切关系，班级集体成员之间
是一种极积的道德情感体验。 

4.2  良好道德行为的培养：班集体行动文化与物
质文化建设中的德育意蕴 

班级文化是教师和学生在班级交往过程中形成的，为
班级全体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规范、态度、信念与生活
方式。班级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总是自觉或不自觉
地通过一定的形式融入到班级同学的学习、生活、行为等
各个方面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的学习、生活和行为。
班级的行动文化是班集体形成的基础。班级的行动文化指
直接体现为班级学生在学校或班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各
种行为，通过班级活动能形成主体的处事习惯如良好的行
为习惯，文明礼仪等。此外，班级物质文化指班级的教育
环境和教育教学设施等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文化形
态。这些物质形态化的教育教学设施和设备，小到教室桌
椅的摆放，大到整体环境的设计，无不体现出班级的某种
价值观念，都对学生的道德行为具有潜移默化的教育影响
力和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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