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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匠人精神启蒙 
——小学低段学生精细化自主管理模式的探究 

◆华惠娜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实验小学  315201） 

 
摘要：匠人精神一词出自日本，最大表现特征在于匠人精神以“专注”、
“极致”为最终追求，全身心的投入。匠人精神是不以荣辱、名利等外

在条件为转移，是一种不忘初心，不求回报的做事态度。无论是简单还

是困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力争做到最好，达到自身能力范围的
极致的一种处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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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人精神是社会发展的必要。当代学校教育注重对孩子知识
的传授，忽略精神的培养，内在驱动力的启迪； 21 世纪，人民
生活水平全面达到小康水平，小学生中绝大部分又都是独生子
女，家中多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转的现象司空见惯，这就导致孩
子的自理能力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责任心普遍不强。在小学这样
的启蒙阶段，就将匠人精神灌注入孩子的心田，是学校教育的迫
切需求。本文结合本校校训“惟实惟小，成人成材”理念，扎扎
实实做好每一个细节，勤勤恳恳走好每一步成长的路，将每一件
事做细、做小、做实。注重能力的培养，消除高分低能现象，使
每一位孩子成人成材，实现孩子的人生价值，这与工匠精神不谋
而合。 

一、确定主体地位，树立自主意识 
学生班级主体地位的确立不仅是因为学生是班级生活的源

泉，也不仅是因为学生的成长只有在充分的班级生活实践才能展
开和实现，更是因为学生无限的创造才能与旺盛的生命活力只有
在广泛的参与中才能形成和释放。因此，确立学生班级生活主体
地位是学生自主发展和健康成长的起点，要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以
下几种意识： 

（一）平等意识；每位班级同学都是班级的一份子，是班级
不可或缺的建设者，都应该平等积极的参与到班级管理中来。 

（二）自律意识；每一位班级成员要严格要求自己，除了按
照校纪班规要求约束自我行为的基础上，还应该对自己的言行有
更高的要求。 

（三）职责意识；每一位班级成员要有明确的职责意识，每
位成员要清楚自己在班级中应该完成的职责，做到恪尽职守。 

（四）竞争意识；每位成员积极通过自己在班级活动中表现，
在班级管理中不断创新，充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勇于到更适
合自己的岗位服务。 

二、依托实小校训，丰富角色体验 
“惟实惟小，成人成才”，这是每个师生步入实小就能看到

的校训，它传递给每个实小人"从小事做起，脚踏实地；不以善
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方能成人成才”的信念。 

（一）事无巨细，增设岗位 
班级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事无巨细。而如何能让每个孩子都

融入到班级中，那就需要足够的参与感了，笔者把本次班级管理
岗位以时间段细化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课时间、休息时间、
自主时间，并随之设立了午休管理员、绿植管理员、图书管理员
等 40 余个岗位，供学生自主选择。 

（二）明确分工，自荐轮换 
在人人有岗的基础上，班级岗位管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便

是明确岗位的职责。笔者细化了每一个岗位应有的权利和义务，
并尝试装订成册。当你已经较好完成这一岗位的职责时，会获得
相应的奖励。当然，在班级岗位分工中，采取自荐轮换的方式。
在每一个星期一的早上，班内可进行自主报名，如果有出现几个
学生竞争同一岗位，那么则采用竞争上岗制度。由班内同学和老
师共同投票，选出本周这一岗位的负责人。 

（三）各司其职，协调发展 
当然，闭门造车肯定也是行不通的。一个班级能够有序发展，

肯定离不开大家共同地努力，比如早自习管理员在管理早自习纪

律的同时，还应注意到教室的卫生、书包柜中书包带等，如有发
现问题，应及时通知相关负责人。虽然，每个岗位都有它的负责
人，但是对于班级来说，是一个整体。 

三、专注个性特征，启蒙"匠人"精神 
所谓的“匠人”，是将一份工作做到极致，”匠人精神“就是

这背后的坚持。现代社会，一直在呼吁匠人精神，其实归根到底，
就是内心的缺失和渴求。 

（一）内观己心，正心正举 
低年级的孩子大多还未充分觉醒自我意识，因此，他们的评

价体系其实是围绕着家长和老师展开的。随着年龄的增大，孩子
的自我意识会越来越强烈。他们往往为了凸显自己的个性，会故
意和成年人对着干。笔者准备了一份自我测评问卷。这份自评问
卷主要从性格、能力、行为三方面对孩子进行评价,对应 a、b、c、
d 四档，让孩子对自身有个初步的定位。只有内观己心，才能正
心。 

（二）道在我心，一以贯之 
高晓松在对木村宗慎的采访中说过，所谓的匠心精神就是：

“道在我心，一以贯之”。我们也一直常说:坚持就是胜利，"其
实古代，不乏可以给我们借鉴的案例。 《庄子》中的“庖丁解
牛”以及"卖油翁"，早已告诉了我们所谓匠人精神的真谛:无他，
唯手熟尔。只有认真地做着某件事，并持之以恒，才能取得成功。 

（三）拨迷见智，心无旁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不管是古代还是现在，“万

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论断是否真的适应于现代社会呢？在
班里管理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岗位设置。比如早读管理员，垃圾
管理员等，前者往往趋之若鹜，后者总是门可罗雀。其实笔者认
为无论你的工作多么低微普通，只要你拼尽全力去做，总会被人
看到你的努力，因为你的成果上都写满了你的付出，而最重要的
就是你是否心无旁骛。 

领略工匠精神，使得学生在学习阶段就能在校园生活中处处
受工匠文化的熏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养学生初步的责任意
识与能力，引导他们关注班级事，关心身边人；培养他们在与不
同对象的交流、交往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让学生
从小形成责任意识、主人翁意识与集体荣誉感，激发他们对新集
体的关心与热爱，从而提高自身各方面的态度和能力，对每一位
学生的发展是大有裨益的。 

新时代小学生渗透中华民族先贤及前辈流传下来的匠人精
神能够很好的传承民族情怀，弘扬民族文化。从而营造爱岗敬业、
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求实创新等具有工匠精神内涵的文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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