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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班主任工作的意义与策略 
◆尹家禄 

（衡阳技师学院  421101） 

 
摘要：班级管理的最高层次是文化育人，班主任工作也要围绕这样的目

标开展，解读班级文化。班主任在工作中可以借助班级文化的力量，富

有情感地进行班级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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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是班主任对学生的各种活动进行调控引导的过程。
班主任是班级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班主任班级管理水平
的高低直接影响班风、学风及学生的素质。因此，班主任工作不
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育人的科学。 

一、构建班级文化，凸显文化育人 
班级管理有三个层次。一是人治，班级管理依靠班主任的勤

奋，班主任时刻守在班里，紧盯着学生，一旦学生有不良动静，
班主任就会批评，班主任与学生之间就像玩着猫抓老鼠的游戏一
样，班里虽然安静，但学生心理紧张，班主任也感到身心疲惫。
二是法治，班主任想尽办法、绞尽脑汁，出台班级规章制度，班
级管理尽可能实行量化管理，在日常的管理中实施操行分数评
定。法治管理对于低年级的学生而言，效果明显，但是对于高年
级的学生而言，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高年级学生并不会在乎操行
分数，我行我素，迟到、旷课，课堂睡觉，或者与班干部发生冲
突，对抗班规的事情时有发生，班规只限于体现班主任或班干部
的意志，绝大多数的学生对班规并不是十分认同，导致有的班干
部在执行班规时难以把握分寸。三是文化育人，是班级管理的最
高层次。文化育人式的班级管理需要教师解读班级文化、组织班
级文化。 

(一)解读班级文化 
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班级文化。一是体现学生的精神

特质。我校学生处于 15-19 岁之间，精神饱满，精力旺盛，朝气
蓬勃，富有青春的感染力，班级文化需要呈现学生的这种精神特
质。二是体现在日常生活细节中。生活方式、衣食住行都是一个
人文化素养的体现，学生的穿着打扮，同学之间相处的文明用语，
住宿生和谐相处，都彰显了个人的生活习惯，体现了文化的内涵。
三是班风、学风。虽然说班风、学风很难用语言描述出来，但是
学生能够感觉它的存在，有的班级里的学生专心致志学习，体现
了认真学习的班风和学风。有的班级里的学生三五成群聊天，玩
手机，甚至你追我赶，大声喧哗，即使有想认真学习的学生也会
受其他学生的影响。总之，班级文化体现了学生精神饱满，生活
方式文明，学风浓、班风正三个特点，较合乎实际，学生认可班
级文化，愿意朝此方向努力。 

(二)组织班级文化 
在理解了班级文化的内涵之后，通过主题班会的形式将班级

文化内化到学生的心灵深处，是班主任需要思考的问题。首先，
班主任可以以班名、班徽、班歌、班规、班级宣言、班级目标为
载体，使其承载班级文化的内涵，让学生亲自动手制作有关班级
的展示，由此获得对班级文化的感性认识。其次，班主任可以组
织分组竞赛，将学生分为不同的小组，每组学生在组内充分交流
之后，构思组名、组徽、组歌、组规、小组宣言、小组目标，在
主题班会里展示出来，由教师和学生共同评选出一、二、三等奖。
这样，学生可以亲自参与班级文化的建设，深刻体会班级文化的
内涵。 

二、注重情感交流，不要拒人以千里之外 
班主任如果站在管理者、教育者的角度和学生谈心，很容易

把学生推向管理者、教育者的对立面，无形之间就筑起了一道沟
通的“高墙”，再好的道理学生也听不进去。因此，班主任跟学
生交流时一定要做到平易近人，像朋友一样和学生谈心。在平时
跟学生的交流中我们发现，学生往往开始时并不会深刻、正确地

理解教师讲的道理，他们在意的是教师对他们的态度。如果教师
谩骂，学生一般以沉默来对抗，肯定听不进教师的劝解。教师和
学生之间的对话不是教师单方面的说教，而应该是一种师生间的
良性互动。谈心要交流思想，但首先交流的是情感，只有在相互
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良好的谈心氛围，这样才能
谈得拢、谈得好。 

班主任要以尊重、理解、同理心等为基础接触学生，从了解
学生的家庭背景、成长的故事及内心的需要入手，触动学生的心
灵，这时，学生便会自然敞开心扉，愿意向班主任说出心里话，
班主任耐心地聆听，也会增进师生之间的感情。 

三、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突破自我设限 
研究结果表明：当前青少年面对的压力集中在三个方面:学

业成绩、亲子关系、同学人际冲突。其中学业成绩的压力尤为突
出，在中职时代，学生的成绩好仍然是获得教师关注、同学羡慕
的重要指标。学生由于成绩不好会导致情绪波动、过度焦虑，无
心向学，也会出现上课迟到、课堂恶作剧、下课早退，甚至旷课、
逃课等现象。如何帮助学生提高学业成绩，增强自我的荣誉感和
自豪感，是班主任工作的重中之重。笔者根据对本班学生的问卷
调查得知，学生对生活、学习等方面的“自我设限”严重束缚了
自身的潜能发展，他们需要解放思想，突破自我设限。因此，笔
者针对学生的这一问题，进行了主题教学。 

第一，以跳蚤和爬蚤的故事导入，让学生在学习目标、学习
方法、人际交际等方面寻找“自我设限”，并写在纸上;第二，以
小组的形式互相分享，班主任耐心聆听，推动小组分享有序进行;
第三，开展小组游戏“突破思维定势”，让学生在游戏体验中感
悟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突破思维定势，问题将迎刃而解;第四，
回归刚才书写的自我设限，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突破的对策;第
五，班主任梳理、归纳突破自我设限的对策，并播放《永不放弃》
视频，进一步触动学生心灵，增强学生自我突破的力量。 

四、借助家长力量，形成合力育人 
家是孩子温馨的心灵港湾，父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第一任教

师，父母与孩子本应该是血肉相连，无话不说的好朋友。然而，
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有的父母忙碌，与孩子沟通较少，孩子不但
不感恩父母辛苦反而报怨父母，有时孩子过激的行为让家长心痛
不已;有的家庭教育孩子的方式单一、粗暴，父母观念保守、落
后，家长苦口婆心的说教换来的是孩子的冷眼、对抗，甚至离家
出走，家长无可奈何;有的父母认为孩子现在年龄小，等他长大
后自然会明白，这种缺少引导的教育最终成为孩子滋生任性、放
荡不羁、以我为中心等不良习惯的温床。以上的家庭教育现象集
中于:家长教育观念陈旧，教育方式、方法单一，未能与学校形
成教育合力。基于以上的认识与思考，班主任要善于利用主题班
会邀请家长进课堂，分别从“响鼓用重锤”“树大自然直”“润物
细无声”等不同层面跟家长一起探讨如何帮助孩子身心健康成
长。 

总之，班主任工作是复杂和繁重的，但同时也是富有情感和
温情的。班主任要积极创设班级文化氛围，让学生积极参与班级
文化建设，感受班级文化带来的愉悦感。在班级工作中，班主任
要读懂每一位学生，善于发现他们的亮点，让他们信心满满，走
向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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