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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教师提供更加全面、更为客观，更具有操作性和鉴别性的评价方法已成为各国教育主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

班主任是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群体，班主任工作是专业性的岗位，需要具备一定的胜任力才能做好班级管理。关键事件访谈法

广泛运用于揭示岗位胜任力的研究。文章设计开展与受访者的关键事件访谈，对受访者的胜任特征进行分析，提出胜任力提

升的策略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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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意

见》（2006）和《中小学班主任规定》（2009）指出“中小

学班主任是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学校先进教育理念和家

校沟通的践行者”[1] ，基础教育的发展与班主任的胜任素质

有着密切的联系。初中阶段是青少年学生的体格、智力、性

格、心理发育的“关键”期，也是“多事之秋”。但当前学

校在班主任选用、培养、评价的方式方法中存在一些问题，

导致一些胜任力不足的教师担任班主任工作[2]。运用关键事

件访谈法对初中班主任的胜任特征进行分析，提出胜任力提

升的对策建议，对增强班主任胜任素质，选任优秀班主任，

充实基础教育力量具有重要意义。

1 关键事件访谈法与胜任力

关键事件访谈法（Critical Incident Interview,CII）也叫行

为事件访谈法（Behavioral Event Interview，BEI）是一种开放

式、回顾式的访谈交流技术[3]，主要通过对目标岗位任职者

在任职期间最具典型特征（最成功和最失败）事件的回顾阐

述，挖掘当事人的心理活动、态度动机和行为表现等关键信

息。目前已成为揭示任职者胜任特征的重要途径[4]。

1973 年麦克莱兰提出用胜任力（Competence）取代传统

智力（Intelligence）测量[5]。Speneer 和MeClleland 认为胜任

特征（Competency）是能将高绩效者与一般绩效者区分开来

的最显著差异特征[6]。经典的胜任力模型是冰山模型和洋葱

模型，二者的本质相同，都强调胜任力由两大类素质组成[7]，

一是认知性的能力类，包括知识（Knowledge）与技能（Skills），

易于感知和后天习得。二是非认知性的情感类，包括

（Self-concept Characteristics）、动机（Motives）、人格特

质（Traits）、社会角色和价值观（value），难以感知，也难

以通过后天习得。对这些难以感知的胜任力又称为“职业素

养”，其测评需要通过行为来观察。

当强调胜任力对一个岗位的重要性时可以划分为“基准

性胜任力”和“鉴别性胜任力”。对于班主任胜任力，基准

性胜任力由班主任的任职资格来确认，没有高低的区分，如

作风正派、心理健康、教学负责、热爱祖国等，可以认为是

从事班主任这一岗位的门槛；鉴别性胜任力由岗位要求和角

色来确定，有高低之分，如管理、沟通和人格魅力等。

2 班主任岗位要求与初中生心理特点

初中班主任管理对象的心理成熟度明显分化，升学压力

开始凸显。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发展，使其在社会化和个性化

两方面有机整合，对班主任胜任力提出较高要求。教师职业

素养乃教育工作的基石[8]。明晰班主任工作职责、角色要求

以及学生心理特点，是分析班主任岗位胜任特征的必要前

提。

2.1班主任工作职责

各国对班主任工作职责规定有不同侧重，英国注重关

怀、教育和指导；德国与法国注重理性评估与定向指导；美

国则注重心理的矫正、预防和督促学生健康发展；中国则注

重组织管理和教育监督。《中国中学教学百科全书》指出班

主任工作主要包括抓好班级日常管理；实施集体教育指导，

监督学生的出勤、维护校纪校规、督促知识学习[9]。

2.2班主任角色要求

《教育大辞典》中界定：“班主任是学校中全面负责学

生班级工作的教师”[10]。在我国中小学， 班主任具有多重

角色。既是“学科专家”“校园父母”“学生知己”、人格

楷模，也是家校沟通的“桥梁”和“心理咨询师”。一名胜

任力良好的班主任即要具有过硬的专业素养，也要能够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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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家校、师生间信息的对称交流。同时能够以人格魅力感

染、影响和塑造学生，还能够体察学生心理问题，进行有效

疏导，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2.3 初中生心理特点

青春期，即从第二性征出现到性成熟及身体发育完整的

时期。初中生（10-15 岁）恰好处于这一阶段。心理学家安

斯沃斯称之为个体心理发展的“断乳期”，具有闭锁性、敏

感性、自我中心的特点[11]。我国初中生心理发展动荡性、矛

盾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尤为突出。

（1）内向闭锁与寻求接纳共存。进入初中开始，学生

逐渐将内心世界封闭起来。内心情感体验常隐藏而不外露，

同伴交往具有排他性。同时对异性交往感到害羞和敏感。会

感到孤独和寂寞，也期待他人能够了解、接纳和喜欢自己。

（2）孤冷高傲与过度自卑共存。青春期学生内心闭锁，

缺乏交流，自我评价具有概括化和泛化特点[12]。生活、学习

中，仅凭一两次的成败得失就彻底肯定或否定自身，并因此

而感到骄傲或自卑。对所取得的成绩存在认同夸大或对失败

的表现进行过度否定的矛盾心理。

（3）强烈狂暴与温和细腻共存。青春期学生情绪表现

具有两极性，情绪表达有时强烈狂暴，歇斯底里，有时温和

细腻，害羞腼腆。其情绪智力发展尚未成熟，缺乏合理、有

效的情绪管理能力，同时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并不完全准确。

因此，情绪表达常常极端化处理。

（4）自我为中心与假想观众共存。青春期学生的自我

意识发展“第二次飞跃”，敏感多疑，且行为表现带有文饰、

表演的痕迹。开始注重自身外貌、能力，在乎别人对自己的

评价和看法，常常将心智用于内省思索，“我的特点是什

么？”“别人喜欢我还是讨厌我？”

3 关键事件访谈

基于对班主任工作职责、角色要求和学生心理特点的分

析，本文设计开展与受访者的关键事件访谈对话，关键事件

聚焦在受访者最成功的教学案例、最为棘手的突发事件以及

印象最深刻的班级管理事件上，以分析受访者的胜任力。

3.1 访谈前的准备工作

访谈正式开始前，对受访者的求职目标进行了解，简要

介绍了本次访谈的目的、主要内容和流程。准备好了纸、笔、

录音笔等记录材料。本次访谈耗时一个半小时，为避免打扰，

在访谈室外悬挂告示牌：“会客进行中，请勿打扰！”。

3.2个案访谈记录

访谈者：本次访谈涉及您工作生涯中发生过的几件比较

典型的事例，请您回顾讲述。讲述时尽量具体化，回顾事件

内容时主要包括这几个方面：事件是怎样引起的？涉及哪些

人？您当时是怎样想的？采取了那些措施？结果又如何?接

下来开始正式访谈。

访谈者：请您回忆在教学工作中发生过的最棘手的一件

事。

受访者：记得四年前一天临近放学时，突然听见有学生

喊我：“老师，老师，您快去看看！”。我当时非常担心，

立即跟着来到了东苑操场。听见人群中传来大声的吼叫“你

们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英雄好汉？”走近一看，发现是

我们班的陈某。

访谈者：您当时是怎么想的？

受访者：我当时想，遇到这种突发状况要沉着冷静，不

能简单、粗暴地一上去就哄走学生，而是如何用最佳的方式

来熄灭这场即将爆发的“战斗”。

访谈者：那接下来您是怎么解决的呢？

受访者：我先是让几名带头“约架”的孩子，说明事件

发生的缘由，告诉他们如果对方真有违反校规、伤害了自己，

老师会主持公平。同时，告诉学生如果故意寻衅滋事，那么

学校会严肃处理。

访谈者：这件事后来结果怎么样？

受访者：把这些“约架”的孩子解散后，我找来陈某进

行单独谈话。问他，“为什么和别的班级的同学起冲突？”

他告诉我“有人欺负我们班的女生，我是为咱们班的女生打

抱不平。”我问道“被欺负的女生是谁？”他脸一下子就红

了起来，沉默半天才告诉我说是张小莹同学。据我平日里的

观察，他俩确实平日里走的很近，似乎已经萌动着某种悸动

的情愫。

访谈者：您继续讲。

受访者：我知道，对处于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发生萌动

的“早恋”必须采取“疏”而不“堵”的方式，既不能视为

洪水猛兽，也不能放任不管。我说：“现在只有你我，你认

为老师值得信任的话，老师想和你敞开心扉地聊聊，老师绝

对保密。如果你不愿意，老师也完全尊重你的隐私，希望你

信任老师。”

访谈者：学生有什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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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沉默了许久，终于鼓起了勇气把他和小莹之间

的情况向我如实说了出来。我静静地聆听着。在学生说出他

的心声后，我也很坦诚地说“首先，你的正直、善良、见义

勇为老师很欣赏。但是，处理事情要冷静、理智，暴力“约

架”的方式是错误的。其次，你们这个阶段男女同学之间所

谓的‘喜欢’其实知识对别人优点的认可。如果因此影响学

习，没有优点，对方会认可自己吗？”

访谈者：这件事的处理您有何感受？

受访者：讲完这些话后，他目光坚定地答应我说：“努

力学习，彼此共同勉励，为美好的前途奋斗”。同时我也深

深地感受到：相信、尊重学生，和学生进行平等、坦诚的对

话沟通是多么重要。

访谈者：好的，谢谢您的回顾讲述。接下来请您回顾一

下您教学生涯中一次最成功的教学案例。

受访者：我觉得最成功的一次教学案例是讲“三角形三

边的关系”那堂课。

访谈者：您是怎样讲授这节课的？

受访者：我并没有直接给出证明，而是让学生思索证明

的命题：“三角形任意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和上一堂课之

间的关系。

访谈者：您为什么不直接给给出具体的解题过程呢？

受访者：我当时想：一定要让学生多想、多练、自个多

动手，这样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才更加深刻。

访谈者：学生们都想出证明方法了吗？

受访者：接下来我运用苏格拉底“产婆术”进行启发：

“三角形都是由三条线段构成，那么是否任意的三条线段都

可以构成一个三角形呢？”

受访者：学生思考片刻后，我拿出教学辅助材料，用一

些竹枝演示某三根竹枝首尾不能顺次连接构成三角形，让同

学们归纳总结得出“不是任意三条线段都可以构成三角形”。

同时，给他们提示上节课学习过的公理“两点之间，线段最

短”可以用来证明本节课命题。

访谈者：解题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受访者：有啊！现在想起来，当我给出提示：在三角形

ABC 中，连接 B，C 两点的线段 BC和折线 ABC，根据上述公

理有：线段 AB<折线 ABC，以此类推，写出另外两个不等式，

于是导出了黑板上的定理。

访谈者：这堂课最后是怎么结束的？

受访者：等我给出提示时，同学们一下子恍然大悟，然

后在练习本上写上证明的具体公式。

4 受访者胜任力分析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新

时代的班主任教师，如何对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

需要具备哪些胜任力才能胜任班主任这一岗位？笔者认为，

第一，班主任胜任力特征应该在工作的具体情境中体现。第

二，胜任力的区分作用应体现在能够把卓越教师和平庸的教

师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不仅仅局限在教学能力、教学成绩，

还在于教师对学生人格、行为的塑造和影响方面。第三，教

师胜任力的描述包括外显特质和内隐特质两个方面。通过关

键事件访谈提取“胜任力冰山模型”中的技能和特质维度因

素为此次对受访者的胜任力特征指标进行分析。

4.1教学技能

受访者能够以学生为主体进行授课，自己只是作为课堂

的组织者和促进者的角色出现，当一个“好导演”，不抢“镜

头”，让学生成为课堂真正的“主角”。正如霍林姆林斯基

所说“在人的心灵深处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需要，这就是希

望自己成为一个发现者、研究者、探索者。受访者使学生自

主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探

究，给学生的思维在时间和空间上创造探索的契机，发挥了

学生主动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体现了受访者较强的教学

胜任能力。

4.2爱心特质

雅斯贝尔斯名言：“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

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一个灵魂。”受访者能够

尊重学生隐私，坦诚平等交流，保护学生的自尊心，对处于

豆蔻年华的少男少女萌动的“早恋”采用“疏”而不“堵”

的方式，与学生进行深入的沟通和谈心。所谓“教育成功的

秘密在于尊重学生”，首先把学生看成有思想、有个性的“完

全平等的人”，而不仅仅是被管理的对象。体现在受访者能

及时给学生以理解和关爱，以同理心，设身处地为学生化解

心理困扰，触动学生心灵。能正视问题，既不视“早恋”为

“洪水猛兽”，也不漠然视之。受访者践行了“爱即教育”

理念，体现出作为一名班主任教师所必须具备的爱心特质。

5 启示

按照胜任力结构冰山模型，爱心是胜任力内隐的部分，

属于鉴别胜任特征；教学技能是外显的胜任特征，又称基准

胜任特征（Threshold Competency）[13]。通过关键事件访谈的

案例分析，对如何从显、隐两方面提升初中班主任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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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如下启示：

5.1 改进教学策略

动机是激发和维持个体进行活动并引导活动朝向某一

目标的心理倾向和动力。班主任在教学和管理工作中善于运

用动机激发策略才能引发学生对知识的求知欲，激发对任务

的卷入度。

（1）引发求知欲。通过教材的内在特点，设置悬念，

引发学生的认知失衡，造成认知冲突，激发学生求知的内在

动机，产生解决问题的欲望和消除不平衡的内驱力，以此调

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2）激发卷入度。设法使学生全身心卷入学习任务中，

会使学习任务更加容易完成，学习因此受到促进。在课堂教

学中，如果学生可以成功地完成学习任务（期望），并且所

进行的这种学习又有价值的话，积极反馈学生完成每个特定

任务的社会价值，有利于激发学生对学习任务的卷入程度。

（3）遵循“最近发展区”原则。要教给学生有一定难

度的新知识，但是新知识的难度必须适当，新知识应该是在

老师帮助下经过学生的努力之后能够理解和掌握的。新旧知

识之间的差距应该恰当，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这就是心

理学家维果茨基所说的最近发展区，即所谓的“可教学时刻”

（teachable moments）。

（4）践行“以学生为中心”理念。要把舞台让给学生。

把主角还给学生，让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创造性得以充

分发挥，充分挖掘学生自由学习、自主探索的潜能。

5.2 培养爱心人格品质

雅斯贝尔斯认为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仅仅是对

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徐特立先生也曾说：“教师是有两

种人格的，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经师是教学问的，

人师是教行为的。”初中阶段的学生情感易于冲动，抵触情

绪严重。班主任老师要秉持“以心换心”的教育互动原则，

并以“爱心”为出发点和归宿培育学生，将爱心作为教育成

功的源动力对学生进行人格熏陶。

（1）对待学生真诚一致。对学生的态度和行为表里合

一、真诚一致，自然、诚恳而有人情味。

（2）满足学生“爱”与“尊重”的需要。形成和谐的

师生关系，通过和学生的有效沟通，让学生可以拥有安全感、

亲密感和归属感。

（3）无条件积极关注学生。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特点，

自觉研究中学生心理发展规律，积极关注每一位学生身心发

展，合理恰当表达自己对学生的看法。

（4）以同理心理解学生。能够设身处地了解学生的思

想，在认知、情感和行为层面均能理解、接纳和体谅学生。

5.3增加心理健康教育知识储备

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改善心理机能，

培养良好的心理品质，塑造健全的人格。初中生正处于体格、

智力、性格、心理发育的关键期，班主任充分了解和掌握心

理健康教育知识是心理育人的前提保障。

（1）利用积极心理学理论指导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着

重开发学生自身的积极心理因素，以学生固有的、实际的、

潜在的建设性力量、美德和善端来挖掘潜能、建构学生优秀

的心理品质。摒弃传统消极心理学对于学生心理消极方面的

过度关注，改变力图以问题的修复与解决来促进学生心理发

展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

（2）掌握初中生心理发展的独有特点。对初中阶段可

能造成学生抑郁、焦虑、孤独、自卑和性好奇等心理问题的

原因进行思考、研究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方

法。避免因班主任在学生心理需要方面的“缺位”、过分功

利化教育动机、升学考试压力过大而引起学生心理健康问题

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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