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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化模式下班级管理的问题与改进 
◆洪晓丹 

（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摘要：作为一位中职学校的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上一定面临着比普通高

中更多的困难，在中职校园中，班级管理会更加影响学生的校园生活中

以及今后的就业工作。作为现代化教育的管理新理念的小班化教育，能
够更好的帮助班主任进行班级管理工作的展开。文章主要对人数较少的

办公室文员专业的小班化管理进行相应的探讨，以寻找到更好、更合适、

更符合中职校园实际情况的班级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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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班化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的缩小班级规模试验，是欧美

等发达国家所推崇的一种教育发展模式。各个国家对于小班化管
理，小班化教育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定义或概念，而在我们国
家，给予小班化管理，小班化教育的定义则是在减少班级规模的
基础之上，以青少年学生个性及各方面全面发展作为目的的一种
班级教学活动形式，这种班级教学活动形式则是对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实施过程、教学策略和教学模式等
进行相应的改革。 

下面，我将围绕小班化模式下的办公室文员班管理中出现的
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如何落实小班化管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作为 2014 级办公室文员班的班主任，办公室文员班初始人
数 19 人，经过各种原因的退学后，在中职校二年级人数为 13 人。
在任办公室文员班主任期间，在班级管理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学生过分安于现状，缺少自主发展以及竞争意识 
由于班级学生人数少，仅仅只有 13 人。各个同学之间非常

熟悉，同时，由于中职学生的特殊性以及校园整体氛围的影响，
班级内部气氛轻松。但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学生过度舒适且松懈，
易满足于当前的竞争对象与学习成绩，同时，在仅有十几人的小
班级内，学生的学习圈子以及相应的竞争圈子受到局限，很难从
其他的学生身上获取经验以及优点，容易产生以自我为中心的小
集体。 

2、对班主任定位的错误认识 
从我个人作为班主任的角度而言，在小集体小班级进行管理

时，容易受到传统管理方式的影响，管理工作出现相应的偏差。
将管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成绩较好、个性较为突出或者是某一些
比较调皮的学生身上，而忽视了班内个性不突出，比较安静的学
生。另外，作为中职校园里的班主任，不论是班级管理还是日常
生活中，通常身兼多重角色，所以在日常生活的交流或者是问题
的解决中，过度注重班主任的重要性，忽略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以
及学生的自我展示机会。 

面对中职校园里，学生与学生之间风格的迥异，能力的高低
以及个性上的张扬，同时结合小班化教育管理的理念——为每个
学生的全面且富有个性的发展提供展现自我的空间和机会。所
以，针对小班化模式下的班级管理问题，结合我实际管理工作的
情况，我做了如下的改进： 

1、重新定位班主任的角色 
考虑班级人数以及规模的实际情况，这就要求我在班级管理

时，要做到区别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班级管理，不能过分强调
“我”“班主任”，而是应该将学生放在重点主导的位置，强调重
视学生的主导地位和主观能动行。小班化建育倡导“以学生为
本”,”因材施教”,”教育公平”等理念，在班级管理中应避免
出现只关注特殊学生，忽视听话以及个性不明显的学生这种不均
衡，应做到关注全体学生，如细心了解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
家庭背景、性格、学习状况等，并且针对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管
理制度以及管理态度的一个改善；另外，也可以深入到学生中去，
成为学生的“朋友”，中职校园因为本身学习氛围相对比较轻松，
学生在日常生活与课堂当中可能会面临到一些与普通高中学生
更加琐碎更加生活的事情或情况，作为学生的最强辅助以及最亲
密的“大朋友”，学生可以寻求一定的帮助以求解决，因而能够
更好的进行班级管理工作。 

2、做到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 
著名教育家曾言：世界能够如此多彩，在于每个人个性的充

分表现。小班化的管理方式，首先是能够使我们更加迅速的熟悉
并且了解学生的个性以及发展。所以，在班级管理上，应当更多
的让学生参与到其中，这样，班级的规章制度，管理守则等等都
更加具有针对性，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另外，注重学生各个方面的个性发展，但这种注重并不是随
性所欲，不受控的发展。学生面对丰富多彩的中职校园生活，应
当更加鼓励其向课堂外进行开展，如鼓励所有学生都参与相应的
校园活动——知识竞赛、校园歌手、趣味运动会等等。 

作为入职不算久的一名教师，虽然已经带了两届的学生，但
班级管理上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进步空间。班级管理是一件复杂且
繁杂的一件事情，只有不断的去了解，去观察，去研究，才能更
好的进行班级的管理，才能更好的适应学生个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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