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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文化创新，处处皆教育 
◆欧阳绮忠 

（广州市增城区石滩镇元洲小学  广东广州  511330） 

 
摘要：班级文化是班集体内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
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无处不发挥着强大的教育功用。为此，我们要精心
装点教室，建好班级文化氛围；深化班集体文化活动，提高教育实效；
形成友爱平等、集体、竞争的意识，优化人际环境；升华班级文化建设，
塑造学生完整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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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班级文化，通常是指班级内部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价
值观、人生观和行为准则的总和。它是班级灵魂的集中体现，推
动着班级的进步与发展。班级文化可以通过许多载体来实现，比
如班级教室环境、教学设施、各种墙报、宣传画、班规等。班级
文化墙等文化形式充分反映了班集体建设的目标、愿景和班上学
生共同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 

一、班级文化墙的作用 
（一）班级文化墙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班级文化建设是学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每个班

都能营造出良好的班级文化，学校才能树立文明的校风，学生才
能安心地学习，学校文化才能彻底克服“假、大、空”的问题。
过去，班级文化建设主要依靠班主任口耳相传，通过召开班会、
单纯依靠制定班级管理制度等形式，文化建设的阵地单一，内容
抽象、空泛，难以与学生形成共鸣，学生无法对其产生认同感。
近年来，小学许多班级都设置了班级文化墙，在这里学生可以通
过彩打或是用画笔写下自己的心声，内容多样，形式丰富，它已
成为班级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二）班级文化墙可以展示学生丰富多彩的文化追求 
过去，班级文化建设的形式不外乎抄写一些名言警句、班风

口号、名人小故事等，很多内容都十分空洞、一成不变，这样容
易使班级的文化布置沦为装饰、“花瓶”，失去了教育意义，仅仅
为了装饰而装饰。然而，班级文化墙可以改变这个缺陷。在墙上，
可以展示班级的目标与制度、学生优秀习作、学生优秀书画作品、
纸质的手工艺品、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照片、学生感兴趣的百科知
识，等等；可以是学生的创作，也可以是学生在网络上搜索到的
各种知识、小窍门；可以是学校要求展示的内容，也可以是体现
班级精神风貌、学生个性风采的作品。总之，只要能代表学生的
文化追求，都可以在班级文化墙上展示，这应该与我们提倡的“素
质教育”的要求如出一辙。 

（三）班级文化墙具有班级文化强大的生成功能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让每一面墙都

成为无声的导师。” 
班级文化墙正是这样一位既会“说话”又无声的“导师”，

学生阅读其中的内容会感觉心灵得到了洗涤、思想得到了释放、
灵魂得到了熏陶，还能获得视觉上美的享受，这对提升学生的审
美能力、对美的领悟能力都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班级文化墙
的建设还鼓励所有任课教师、家长共同参与，家校联合，为学生、
家长、学校积极互动创造了有利条件，能让学生、家长共同参与
班级管理及学校文化建设，共同促进班级文化的生成与发展；还
能引导小学生在纷繁复杂的价值观念、文化形态中学会选择、接
纳并传承优秀的文化。 

二、创新班级文化，发挥其教育功用 
新课标提出：“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成为学生成长的家

园。”既然班级文化决定着班风、学风建设，还是班级的“晴雨
表”，是班级建设情况的直接体现。因此，我们要用心建设班级
文化，创建优秀班集体，充分发挥班级文化的教育功用。 

（一）精心装点教室，建好班级文化氛围 
教室是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班级物质文化

的重要载体，所以有必要对教室进行适当地、必要地装饰。首先，
注重审美的要求，如上述的班级文化墙在形式、色彩的选择上要
与教室环境相匹配，否则会让人在视觉上有种凌乱的感觉。其次，
要精心选择内容，这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装点教室的内容必须与
班级目标、愿景、理念相一致，是它们形象化的体现；还可以增
设读书一角，让班里所有同学都带一些自己喜欢的书籍，互相传
阅，营造爱读书、自觉读书的学习氛围。最后，要注意阶段性和
稳定性。如果要在教室张贴班级管理制度，则不能随意更改，而
上述的班级文化墙则应该经常更新，否则会流于形式，让学生逐

渐产生抗拒心理。 
（二）深化班集体文化活动，提高教育实效 
精心装点教室仅仅是班级文化建设的形式，而徒有形式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丰富班级文化建设的内容，提升文化建设的内
涵，增强班级的文化品位。作为任课教师或班主任，可以提前了
解学生的兴趣爱好，根据班级实际情况，多组织开展一些文体活
动，如拔河比赛、球类比赛、朗诵比赛、唱歌比赛等，注意引导、
培养学生之间互相帮助、团结合作、取长补短的意识，增强学生
的集体荣誉感。紧接着，在学习上要最大限度地挖掘每位学生的
潜力，培养他们良好的学习习惯。也许学生的学习成绩在短时间
内无法取得明显提高，但只要形成了良好的班风，慢慢地其他问
题也会迎刃而解。 

（三）形成三种意识，优化人际环境 
1.友爱平等意识 
所谓友爱平等，不止是学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也应该是

友爱平等的。教师不能总是摆架子，自诩什么都懂，就要学生无
条件听从，显然这会让学生对教师产生畏惧心理，不利于健康、
和谐的班级文化构建。师生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亦师
亦友，这样才会让学生有一种主人翁意识，学生才会产生对班级、
教师、甚至是自身的责任感，并外化为让人暖心的实际行动。 

2.集体意识 
有一首歌是这样的：“一支竹篙难渡汪洋海，众人划桨开大

船。一根筷子轻轻被折断，十双筷子牢牢抱成团。你加我，我加
你，大家心相连。同舟共济海让路，号子一喊浪靠边。”这首歌
的歌词颇为形象地展现了集体的重要性。一个人在求知的大海上
是寸步难行的，而只有一个集体抱成团，一起向前，奋勇拼搏，
才能乘风破浪，到达知识的彼岸。班级文化建设亦如此，班级只
有明确共同的奋斗目标，师生同心，以集体的利益为上，求同存
异，才能走得更远。 

3.竞争意识 
人在一定的压力、竞争中成长，进步是最快的，当然需要好

好把握压力、竞争的度，少则效果不明显，多则过犹不及。在班
级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在班干部选拔任用、班级常规管理、学
习风气营造等方面引入竞争机制，增强学生的竞争意识，在班级
里形成一种你追我赶、力争上游、互帮互助、共同进步的良性竞
争局面，这样的班集体才是活跃的、有无限生命力的。 

（四）升华班级文化建设，塑造学生完整人格 
班级文化建设取得一定成绩后，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共同为班

级制定下一步目标及行动计划，归纳凝练已经形成的班风，鞭策
学生为了取得更大进步而不懈努力。这样，在日积月累、踏踏实
实一步一个脚印经历的过程中，班级文化建设才能得以升华成为
精神，学生的人格才能变得更健全、更完整。 

班级文化是一门隐性课程，具有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
常会起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为此，教师应该
要成为一个生活中的有心人，善于从生活中捕捉教育的“痛点”，
构建良好、健康、积极的班级文化，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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