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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精管以授道，细理以养心 
◆赵云洁 

（浙江师范大学） 

 
莱蒙特有言：“世界上的一切都必须按照一定的规矩秩序各

就各位。”诚然，一个班级，宛若一潭活水，有了灵活的引领和
疏导，才能奔流而下、注入江河、造就功成。以我观之，班级管
理不是单一元素造就和影响的，而是由多种原因左右的，唯有将
多种元素恰巧融合，才能良性地操控班级，精管以授道，细理以
养心。 

制度之迅捷，如若社稷之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俗语已烂熟于心。从古至今，制

度的管理都是想要经营好一个整体的不可缺少的因素。时至今
日，我过仍然凭借着林林总总的制度来指引着社会的良性发展。
由此，制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在班级的管理和经营中也不例外。 

诚然，当今，时代的潮流滚滚而来，运动传统的制度管理方
式来“一刀切”地管理学生也许已经是“过去式”了。在我初中
时代，接受的就是“老式制度”的管理，例如，没达到 80 分的
同学把书抄一遍，无独有偶，背诵没过关的同学在班级后方罚站。
凡此种种，这种强硬的制度管理都只会适得其反，引发学生的抵
触心理，长此以往下去，师生关系僵化，最终导致了学生对教师
的不信任，整个班级的运营就垮塌了。 

例如，运用多媒体技术，穿插进班级制度的制定，是让制度
色彩化的一大有利因素。多媒体技术通过声音、动画的有机结合
一方面吸引学生的有意注意，启发其思维，另一方面又能以初中
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让他们接纳一些原本冷淡化的制度。例如，
在我现在的某些课堂，老师想要实行点名制度，不再是传统的课
代表点名，取而代之的是手机签到，这种新颖的方式，使学生对
于原本冷冰冰的制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再比如，“奖励制度”
一直以来都是值得提倡的，从陶行知先生的“糖果式奖励”就可
以看出，学生的心理是需要正面激励的，做得好了，就得到夸赞
和奖励，这是使得学生主动上进的一大诀窍。每一个学生的上进
心和配合度都提高了，整个班级也就更加便于操控和管理了。 

教师之引导，如若广漠之泓 
一个班级，教师是杠杆的支配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教师

的成功与否，决定了整个班级的管理是否成功，教师，正面地说，
就是所谓的“班级管理者。”作为一名教师，必须不断地加深和
提高学养，跟上本专业的学术进展，占据时代的学术前沿。语文
教师尤其要树立继续教育、终身教育的观念，要努力使自己术业
专精、闻道在先。针对当今时代发生的种种状况，许多教师的落
伍，就是因为其在任教以后树立了教参就是一切的观念，放弃了
专业上的进取精神。 

管理不是技术，而是艺术。一名优秀的教师，想要操控好一
个班级、管理好一个班级，首先应该以身作则，提升自己的教学
素养。须是一个对教育和课程有着较为透彻的理解和领悟、懂得
教学规律、深知学生学习心理、巧于驾驭教学过程、善于创造性
地组织教学活动的人。语文教师仅止于能读会写还不足以教好语
文。任何个人的直接的经验都是有局限性的。教师善读、能说、
会写，从教学的角度看，他所能给予学生的，除了情意因素的正
面影响外，就是个体的、经验层面上的对读、说、写的体认。而
真正能对学生的阅读、口语交际、写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应
是从众多的个体读、说、写的实践经验中概括抽象出来的理论。
而不论是言语表现的经验还是理论，都得通过教师适当的课堂教
学行为、创造性的教学设计和组织，通过师生间的交往与对话、
合作与互动，在学生积极主动参与的过程中，有效地传递给学生。 

学生之配合，如若粗木之根 
如果说，教师是班级管理的主动方，则学生就是班级管理的

配合者。哲学中说，任何事物之间都是存在着联系的，在班级管
理方面也不例外，学生和教师双方相互配合，相互联系，才能更
好地把班级这幅画勾勒好。 

不管是传统教学还是现代教学，学生永远是教学的主体，教
师所做的一切都应围绕着这一原则进行。但在实际语言教学活动
中，一个好的、优秀的、得到的教师也不能是只按传统的授课流

程来。自己一个人唱独角戏，只管击键讲解，把学生放在一边，
师生之间很少交流，致使有些初中生的注意力分散，上课讲话、
坐不住等。也有的教师在语言教学活动中，干脆找来短片、视频
让学生自己欣赏，教师就是一个局外人，不作讲解、启发提问，
任学生一看了之。这就是师生之间缺少交流，亲和力不够，这样
的教学效果可想而之。很明显，班级的经验和管理如果只是教师
一个人自说自话，是没有作用的。 

那么，该如何调动学生的配合程度呢？福建师范大学硕士黄
世举在《优化中学语文课堂教学环境探究》中提到：“在语文课
堂教学中还要恰当使用教学设施，优化组合使用各种教学设施，
如 直观教具，电化设备和多媒体的优化使用等，例如可用现在
媒体技术手段为学生创设一个与文本相关的学习环境，创设一个
和文本有关的情境，以引起学生们的关注和兴趣，调动他们的学
习的积极性，对于语文教师来说，要恰当地使用这些手段，不断
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环境，收到预期教学效果，达到提高语文教学
效果的目的。”可见，多媒体的运用就是吸引学生积极加入班级
的方法之一。由于现在的学生都具有较为前卫的事业，他们熟悉
微博、微信、贴吧等新媒体，而作为教师的我们，不妨就把目光
倾注在这上面，投其所好。这样，不仅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也
提升了师生的默契度，提高了教师的幸福感。 

环境之营造，如若茫海之灯 
欧文说过：“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都始终是他们出生以

前和降生以后的周围环境的产物。”可以说，要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参与到课堂中来，班级环境的营造是尤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语文教师是我的目标职
业，而成为一名能够成功管理好班级的语文教师则是我的职业目
标。就拿语文课堂来说，语文课如果真的是以传统的方式进行，
那一定是枯燥无味的。因此，探索研究新教法，新课型，全面提
高学生的语文素质就显得尤其重要，语文课的工具性特点决定了
这一门学科靠死记硬背是学不好的，它体现的并不是你明白了多
少语文知识，而是一种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着重体现在“听、
说、读、写”四个方面。这种能力的提高，单单靠语文课堂教学
又是不够的，在这种教学理念的促使下，我不断地探索、尝试新
的教法、新的课型。在一个学期中，我不间断地开设了诸如“朗
读竞赛”、“演讲竞赛”、“背书比赛”、“查安典比赛”、“找错别字
比赛”、“成语接龙比赛”、等等。这些生动有趣的课型的开展，
不仅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更是激起了同学们对于语文
这一门课程的热爱，使他们对于语文这一门学科“爱学”、“乐学”，
同时，他们的语文能力，语文素养也在一种轻松活泼的氛围中不
知不觉地得到了提高。实践证明，学生们很喜欢上这样的课，这
也是我以后，或者说你们以后继续探索、努力的方向。可以说，
这也是成功管理课堂的引航标。 

综上所述，唯有把多种因素都考虑在内，对其进行融合、润
色，才能让班级这艘大船扬帆远航。班级的管理不仅仅是教师育
人更是自我升华，也是一个教师自我学习的一个过程。我作为一
名师范生，想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其背后必定是要付出不同与
常人的心血与汗水，不仅需要过硬的专业知识更需要很高的语文
素养。想要管理、经营好一个班级，要将所学与未来职业相结合，
更好地学以致用、融会贯通，在管理一个班级的过程中传授道、
养育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