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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高中班级管理路径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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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习共同体”以促进成员全面成长为目的。本文旨在通过教育行动研究的方法，探索以“学习共同体”为主体进行

高中班级管理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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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earning community” aims to promote the comprehensive growth of its member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s of educational action research to explore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managing high school classes with a “learning community” as 
the main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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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共同体与班级管理

班级“学习共同体”（learning community）是由学习者

（学生）和助学者（教师）共同组成的，以完成共同的学习任

务为载体，以促进成员全面成长为目的，强调在学习过程中

以相互作用式的学习观作指导，通过人际沟通、交流和分享

各种学习资源而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基层学习集体。它与

传统教学班和教学组织的主要区别在于强调人际心理相容与

沟通，在学习中发挥群体动力作用（陈静静，2019）。班级管

理是教师根据一定的目的要求，采用一定的手段措施，带领

全班学生，对班级中的各种资源进行计划、组织、协调、控

制，以实现教育目标的组织活动过程。班级管理中“学习共

同体”的构建旨在让学生参与到班级管理中，互相监督、自

我约束，不管是在德育活动还是智育活动中，互相学习，共

同进步，以民主、平等的方式，最大化的优化班级管理。

二、班级管理中“学习共同体”的构建尝试

（一）初级学伴选定原则

开学初，由于笔者对于学生的性格、品行、学习习惯等

还不了解，本着“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的原则，学生的学

伴共同体的成员分组原则上以身高为标准并结合男女性别

搭配。

在学期中间，经过了解学生情况，将其分为两类：动和

静。把好动、自我约束力较差、容易干扰其他同学、影响课

堂秩序的学生和学习行为习惯较好的同学进行组合，性格上

“一动一静”形成互补。根据学生在班级的学习状况，以及男

女性别比例对学伴共同体的成员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六个同

学组成一个学伴共同体。以便达到行为互相引领、学科互补，

规范学生行为、改善学习习惯、逐步提高学习参与度及学习

成绩的目的。每个“学习共同体”里务必有群众基础好，世

界观、人生观正能量的学生，并由正能量的学生来担任参与

班级工作的沟通员。

（二）中级学伴选定原则

在教师选定品德好、学习习惯好的两名成员作为每组的

核心成员的基础上，由确定的核心成员和其他同学进行双向

选择，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学共体成员。

（三）高级学伴选定原则

秉着公平、自愿的原则，由学生在限定的时间内自由协

商、组成六人学习共同体，并形成自己共同体的名称、徽标

和口号。

三、班级管理中“学习共同体”的管理模式探索

（一）学习共同体之班级管理——座位的编排

在高中阶段，学生智能及生命要素都处在快速发展之中，

学生的可塑性空间很大。尽自己所能，在课堂之外的空间去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去挖掘自己，使具有不同天赋、潜能、

性格、文化差异的学生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完成这样的教育

目标，班级学习共同体在空间上的作用就得到充分体现。座

位的合理编排更能体现学习共同体的特征。

1. 学生以完成共同学习任务为目的。虽说班级分层教学，

但班级内部每门课又分了层次。以每一届高一学生为例，在

高一第二学期就出现两极分化。部分学生因为没有调整好自

己的状态，在初高中衔接过程中，没能逐步适应高中的学习

步骤和方法而导致各科学习都有困难，或者某一门课学习的

过程遇到困惑。所以，在完成全班共同的学习任务时，合理

的座位编排就可以帮助这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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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工与整合结构层次。每门学科好的同学在上本学科

课堂内容的时候，作为主负责人。学习共同体内文理科搭配

和男女生劲量安排均衡。在一学期结束时，进行重新整合，

让班级所有的学生学会与不同性格的同学相处，学习每位同

学的长处，不断在各方面提升自己。

3. 每个学共体还要有一位主负责人，负责协调学共体内

活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使学习共同体成为有序状态。包

括，收交作业，完成卫生任务，负责学习共同体内成员担任

班级 “每日小班长”的安排和协调。开家长会时，反馈学生

和家长之间彼此的希望和困惑，成为家校纽带重要的一部分。

根据学校教室的空间具体情况和每年的招生人数，桌椅

的摆放，适合 6 人组的学习共同体的编排。一排 9 个人，一

共 6 列。三列为一个大的共同体，在统一安排大扫除，或者

参加大型活动时，作为一个共同体完成任务。学生可根据入

学的第一次期中成绩分为 A（优秀生），B（中等生），C（学

困生）。文理科搭配安排座位，顾及到每门课的情况，考虑到

每位学生学情。文理都好的学生，最好开始的时候就放到前

面，这样有助于全班都观察到他们上课和平时学习，行为的

状态。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们起到班级引领的作用。男

女生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配，但因为身高的问题，尽量男生

一列，女生一列。每一个月换一次座位，三列为一个大的共

同体，包括左右换，前后换，每排由前向后换。这样，学生

学习共同体不会被打乱，始终可以顾及到每位学生。

建立学习共同体是满足学习者的自尊和归属需要的重要

途径。在班级座位编排学习共同体中，学生感到自己和其他

学生同属于一个团体，在进行共同的学习活动，遵守共同

的规则，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学生对共同体的归属

感、认同感以及从其他成员身上所得到的尊重感有利于增

强学生对共同体的参与程度，维持他们持续、努力的学习

活动。

（二）. 班主任主导，全体教师参与为前提

班主任与班级的其他任课教师定期沟通“学共体小组”

的构建原则及具体成员构成，了解广泛的建议和意见，以便

保证班级“学习共同体”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在双方自

愿的基础上，每个教师固定参与一个“学习共同体”小组。

这样，在“学习共同体”小组的发展过程中，既有独立的自

主管理，又有教师的引领和监督。深入的了解、和谐的氛围、

共同的目标和科学的方法能有效保证班级良好的班风的形成，

提升班级管理的效能。

1. 班主任与任课老师参与的学共体小组拉近了师生之间

的心理距离，师生关系变得更加随和。每次活动时，师生是

在平和的氛围中，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地引导和

帮助，容易使学生产生认同感。作为教师，能够正确的看待

问题生，善于挖掘他们身上的闪光点。以及以一种更加平和

的心态对待学生，从而让学生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信任感和

成就感，促使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师生之间的关系进入良性

循环。

2. 班主任与任课老师参与的学共体小组培养了师生共同

的耐心和细心。每次活动时，师生都要耐心地彼此聆听。老

师充分了解了每位学生的近期困惑，平等的交流，从而帮助

其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增强其自信心和对自己的责任心。

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师生的耐心都得到了培养。学生收获

桃李春风，教师收获谆谆善诱的方法，双方都在其中受益。

在日常课堂教学和交流的过程中，教师细心地观察学生在学

习，情绪，身体，表现；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爱好兴趣，

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分析思想动态；关注学生点滴进步，

及时鼓励表扬。同时，老师在指导过程中，都需要学生注重

谈话的每个细节，用心倾听老师的指导方法。在倾听时，学

生一定要做到专心，注意抓住关键词和主要内容，记住老师

指导的要点，耐心等待老师讲完再发表自己的见解。这有利

于培养学生潜在的细节能力。

3. 班主任与任课老师参与的学共体小组，让“润物无声”

更渗透到教育的土壤中。关注每一个生命，让每个生命的潜

质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教育才能真正走进学生的心灵。

（三）. 以“学习共同体”为单位整合班级管理

1. 班级每周常规管理及班级日志的撰写

一周六天，“学习共同体”六个成员分别担任值日班长，

负责班级的常规事务的监督和提醒，并以自己的方式来撰写

班级日志。同学们在承担班级常规管理工作中能更深入地了

解班级管理的细则，体谅班级管理的不易，从而达到自己我

反省，自我规范的目的。班级日志的撰写既疏通了学生的情

感，又为班主任深入了解班内学生的真实心理打开了一扇窗

户。每周值周任务完成后，“学伴共同体”内部成员对班级情

况进行总结。在总结之前，“学伴共同体”内部会对总结的细

节进行进一步沟通、研讨、斟酌、选择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各抒己见，平等和谐轻松的交流中，不知不觉地规则意识得

到了提升，班级管理能力得到了培养。

2．班级劳动任务的开展

作为劳动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班级内部的“学习共同

体”依次轮流开展班级的卫生工作。每个“学习共同体”内

部负责安排好自己的分工及时间，确保认真、高效完成工作。

同伴在一起合作中，学会沟通协调，学会互相体谅，学会与

他人沟通。

3. 班级主题班会的策划

开学初，“学习共同体”根据班主任的致力于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的班会主题计划选择适合自己团队开展的话题，或者

自己提出合适的议题供班委会审核后策划并组织班级一次主

题班会。各学习共同体在策划、准备和开展班会活动的过程

中，更深入地了解相关内容，再加入自己的理解，产生更好

的教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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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班级课外主题活动的开展

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指南》把“活动育人”

列为学校德育的重要途径。在基于“学习共同体”理念的

班级管理过程中，笔者也把“活动”作为了一个重要抓手。

比如：

为了迎接新学期，营造良好的班级文化氛围，年级开展

了班级文化建设评比活动。两个“学习共同体”小组将在宣

传委员的组织下承担板报、软木板布置等任务。任务下达后，

小组同学迅速明确分工，确定设计主题、寻找图文资料、着

手绘画填字。晚自习后，还有住校生同学主动牺牲自己的宝

贵时间，协助板报的上色和装饰，板报的顺利完成，他们同

样功不可没。前后的两块软木板分别交由一个小组负责，两

天内就基本完成了装饰，有共青团中央文件的宣传，有讲解

西迁精神的专栏，还有展示青春活力的海报。经过年级检查

评比，笔者所在班级斩获一等奖。之后的十月至十二月，其

余小组接力完成不同主题的板报。这次活动，于点滴间润物

无声，不仅能提高同学们的审美情趣，培养奉献集体的意识，

学共体成员的合作意识，更促进了各学共体综合素质的全面

提高。

5. 阶段性总结、分享与反思

在一学期当中，班委会定期组织“学伴共同体”内部进

行总结、讨论、反思并在班级内进行不同“学伴共同体”之

间的沟通、交流。会后，“学伴共同体”成员会根据讨论、分

享的心得制定下一步的各方面努力的计划。

6.“学习共同体”的评价策略

“学习共同体”的评价遵循日日清、周周结、月表彰、学

期大总结的固定周期，对一个共同体内的六名同学的班级表

现进行总体评价。评价由自我评价、共同体内成员互评、不

同共同体之间评价和班级量化评价构成。班级量化考核细则

是基于《中学生守则》、《中学生管理办法》和班情，由全体

同学讨论制定并通过的。评选出明星“学伴共同体”，给予不

同形式的奖励。

通过两年多的“学习共同体”式的班级管理探索，笔者

所在的班级的学生及老师对共同体有了归宿感、认同感，彼

此在学习中交流，分享资源，相互影响，全面提升了班级管

理水平和学生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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