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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旧”迎“新”

——浅谈新课程改革下班主任角色的转变
韦桂平

广西柳州市柳城县东泉第二中学　广西　柳城　545206

摘　要：社会发展变化的同时，教育内容也与时俱进，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全人格培养、学习能力的培养是新课程下教育

的重要内容，新时期新课程的素质教育对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新时期班主任的角色应该随之发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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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新课程的素质教育对教师、特别是班主任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求新时期班主任的角色应该随之发生转变。
班主任正确、深刻而又全面地认识自己的地位、作用和职责，
加强自身修养与能力的培养，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也关
系到工作的成败。怎样做一名符合时代要求的专业型班主
任？就班主任如何实现角色转变的话题，我将它归纳为几个
方面的转变：

一、应由过去的“权威掌门人”向如今的“知心朋友”
转变

以往的班主任总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随时摆
出一副“教育者”的“架势”，说话总带着一种职业的“命令
腔”，时刻命令学生要这样、不要那样等等。学生常常处于
“审问”或“命令”的地位，师生之间并没有平等的发言权。
师生之情被淹没在教师无的放失或想当然的推理、上纲上线
的说教、训斥之中。俨然是某个教派的“掌门人”，不容许
自己的“权威”有任何的损伤。如何能培养学生全面发现和
健全人格的培养？由此可见，还是有着以往的 “权威掌门人”
形象的班主任已经完全不符合新课程下的班主任工作要求！
改变这一角色势在必行！成为学生“知心朋友”是“权威掌
门人”形象转变的最佳方式。

如何完成由 “权威掌门人”向“知心朋友”的角色转变
呢？爱！爱是打开学生心扉的钥匙。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爱
学生是教师的天职。只有当师生双方感情产生共鸣时，双方
才有可能成为知心朋友。要看到学生是明天的太阳，要满怀
着对未来的责任感和激情“倾听”孩子的心声。班主任要豁
达大度，学会宽容和理解，允许学生说错话、做错事，“错并
不可怕，怕的是知错不改”。只要班主任给学生认识错误、弥
补过失留有充分的余地，在学生需要的地方伸出援助之手，
“知错能改”不正是教育的目的？这样，学生才会对老师无话
不谈，把老师真正当作知心朋友。这样班主任才能真正成为
学生的“知心朋友”，班主任的教育工作才能达到潜移默化、
润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二、应由过去的“单一能人”向如今的“全能冠军”
转变

以往的班主任在自身教学上是能人，或许在学生考试中班
主任所任课的科目往往都是遥遥领先于其它科目或是其他班级。
但在于其他许多方面甚至包括其他科目的学习辅导是以往很多
班主任都不重视，致于以往的班主任是个“单一的能人”。即
使是这样，以往的学生对自己的班主任还是敬佩有加。

在信息时代，社会不断进步发展的今天，学生对于精通

专业、学识渊博的教师格外尊敬。班主任不仅争取成为学科
的佼佼者，还要想方设法增长自身常识，能担当起学生治学
与成才的向导和顾问的角色。时代要求班主任应由“单一能
人”向“全能冠军”转变。

三、应由过去的“灌输者”向如今的“感召者”转变
以往的班主任大都是由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师担当，这样

的老师固有他自身的优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个隐性的弊端：
往往注重向学生灌输经验，而忽略学生学习兴趣、能力的培
养。为了让学生迅速成长到自己的预期目标，班主任们往往
不惜一切代价“拔苗助长”，一个劲地向学生灌输自己的“经
验”，作为经验丰富的大容量班主任，是不是经常在学生还没
有犯错前就向学生输入一大串的经验作为借鉴？殊不知学生目
前还是个小容器，对班主任倒过来的众多经验中能容下的可能
没有几个，同时班主任还要责怪学生“死不悔改”。其实，班
主任都没有让学生体会到“悔”，他如何“改”？因此班主任
要成为学生行动的“感召者”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没有
严厉地说教，但“此时无声胜有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感召者”的教育能力会比“灌输者”更威更猛。

四、应由过去的“模式”班主任向如今的“创新”班
主任转变

以往的班主任工作似乎有一种固定的“模式”，大家整齐
不二地用同样的方式、方法教育不同的学生个体——错就骂、
懒就压、对就扬。但在我看来不妥，因为教育者面对的是一
个个有着自己独特思想的人，同一件事，对于不同的人都会
有不同的看法。错中或许有对，对中或许有错，懒中也有其
根源。班主任都用同样的处理方法会严重打击学生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成为学生的“敌人”。

新形势下，班主任要改变原有的工作“模式”，在取其精
华弃其糟粕的情形下做一名“创新”型的班主任，要求班主
任要敢于用新的方法、新的理念去管理班级。在班级管理中
我以激励取代训斥、以民主取代操纵，把学生分成“小组”，
由小组长向大组长汇报、反馈，由大组长向班长汇报、反馈，
由班长和“群众督查”委员商议，得到一定的解决方案后和
我商讨。在这种民主的氛围下，整个班级良性发展，达到学
生自我管理和相互监督的目的。

总之，新时期要求班主任工作要与时俱进，要善于解决
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总结新经验，结出新硕果。新课程下
班主任的工作也要辞“旧”迎“新”，摒充以往班主任工作中
不足的“旧”观念，做一个符合社会时代要求的“新”班主

任，才能迎接祖国的“新”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