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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的日常工作

 被无穷无尽的事儿包围

 来自上级主管部门要求（事务）：主要跟各种信息的采集与上报有关

 来自学生生出来的事（事故）：通常跟规范或纪律被破坏有关

 来自学生家长的投诉（是非）：大部分是各种关系的处理

 有些事情周而复始，有些事情反复出现

 断官司、平是非、提要求.......被动、忙碌、疲惫，想做的事儿却没能做成



不同话语方式下的班主任

 班级工作？行政的话语体系

 班级管理？管理学的思路

 班级建设、班级教育 教育学的话语方式

 教育是什么？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育人

怎么培养? 以班级建设为载体——带班（建设一个具有育人功能的班级）

找到班主任工作真正的 目标和意义、价值



人是如何培养出来的？

人是通过做事培养出来的

在班级这样一个空间中，做什么？

做题——学习
做事——社会技能
做人——心理与品格

建设或者创造一种积极的、完整的、丰富的、有趣味的生活样态，
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改变每个孩子的状态。
明晰价值观与目标
遵循规律：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



高三的意义

赢取高考成功只是高三追求

的显性目标，班主任工作的终极

意义，在于让班级的每一位同学

通过高三一年的严酷历练，获得

知识与人格的全面发展，为其幸

福人生奠基。



01 凝心聚力，打造战斗团队。

02 注重激励，营造备考氛围。

03 德智并重，打造精品班会。

目录



有灵魂的班级活动

目标明确——思路清晰——方法灵活



二、注重激励，营造备考氛围

（一）帮助班级的每一名同学设定高考目标

（二）帮助学生建立高三个人成长档案

（三）有计划分阶段地组织活动



（三）有计划分阶段地组织活动

1. 班级挑战赛活动

2. 主题周活动

“静能生慧”

“惜时如金”

“学贵有疑”

“我思故我在”



（二）有针对性、系统化地组织晚讲评

人格修炼

“梦想的力量”

“拒绝诱惑”

“成功与坚持”

“规则的魅力”

“生命因感恩而厚重”

“高三的色彩”

学法指导

“主宰课堂”

“反思的价值”

“作业的意义”

“偏科的危害”

“如何有效做考后分析”

“你会整理错题吗”



个体行为 → 群体行为
偶尔行为 → 自然习惯



1.0版 北极光-小组评价

• 趣味性

• 参与度

• 说服力

• 灵活性

• 即时性

• 引领性

• 影响力

• 持久力



2.0版 北极光-英雄联盟争霸赛

• 趣味性 +++

• 参与度 +

• 说服力+

• 影响力+

• 灵活性 +

• 即时性 –

• 引领性 –

• 持久力++



150+
3.0版 极光日志

• 趣味性+

• 参与度+++

• 说服力+++

• 影响力+++

• 灵活性++

• 即时性++

• 引领性++

• 持久力+++



让优秀更被看见

 WHO

WRITER——轮流当值 参与度100% （虽迟必到）

READER——全体学生+任课老师+全体家长（氛围担当）

 WHAT

全方位多角度

必做动作+自由发挥

 HOW

手机记录——快捷方便有图有真相

每日点评——底线+引领+激励

 WHAT’NEXT

学生评论员、家长嘉宾、回忆录......



让优秀更被看见

 摸索与进步

 视角：从“老师视角”到“同伴视角”

 内容：从“好多同学”到 “表扬名单”

 点评：从“好棒、喜欢”到“每天一个小目标”

 转发：从“佚名”到“署名” （极光日志8.23 By刘霈泽🌈）

 困难与解决

 一个都不能少

 虽迟必到

 舆论氛围

 提醒很必要





01 设计活动，在体验中培养自主成长能力

02 一事一议，在思辨中引导明理处事

03 双向启发，在倾听中增进亲子关系

目录

04 相机而动，在艰难中给予托举的力量



一、设计活动，在体验中培养自主成长能力

想要不被别人左右，自己就需要有明确的规划



当理想足够明确坚定，全世界都会为你开路！

我的未来我做主



记事清晰 规划明确 桌面整洁



自
主
招
生
题
干

学会尊重 学会善意的表达



二、一事一议，在思辨中引导明理处事



值周生的烦恼



唤 醒 赋 能

激发潜在的
可能性

注入成长的
内驱力

教育理念

教育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和鼓舞。

——第斯多惠（德）



班级文化建设

每一朵花儿都开放，每一只鸟儿都歌唱。

*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化一，毋宁展个性。

——蔡元培



育人措施

措施一：以序列化主题教育为纲领（班会、晚讲评）

高一 高二 高三

学业发展

人格发展



育人措施

措施一：以序列化主题教育为纲领（班会、晚讲评）

例：上好高中第一课 自我认知
打开格局



育人措施

措施二：以典型性事件为契机（集体活动）



教师职责

 小结：

所谓“唤醒”“赋能” ：

教师基于学生的生命独特性，给予“真正”的关爱和引导；

学生获得内省式的人性焕发，为了“对”而主动变的更好。

不以“为你
好”为旗号

听从内心的
声音做选择



PART 1：朴素的带班理论

美好的

班集体

民主的

公正的

关怀与友

爱的

善于

合作的

充满

活力的

---七下《道德与法治》教材





日常状态：

班级文化共创建

班级事务同承担

班级氛围共创造

班级荣誉同呵护

我属于“六班”

六班属于“我”

美好的班集体

民主的、公正的

关怀与友爱的

善于合作的

充满活力的



文化核心：

博学
包容
自信
自律

例1.
班级文化

人人畅想 班级分享 采众所想 提炼核心 形成文化

带班
小

心机



我的“带”班

讲方式

抓契机

用方法

重效率

例2.开学之处

清晰每个时段

清楚要做什么

清楚可怎么做

一日常规清单



例4.
班级学习氛围建设

我的“带”班

讲方式

抓契机

用方法

重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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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升
级改良！

师生一起分析小组学情

小组共同奋斗目标

竞争促进班级活力

合作互助促进小组提升

在原有基础上都有所提高



具体
可操作

公开
监督



六（3）班是学校“闻名”的乱班，学校安排李老师中途接手了

这个班级。初次进班，李老师不动声色地站在角落里观察每一个学生：

有的学生还未进班，书包已经扔了出来，书本文具散落一地；有的学

生拿着笤帚簸箕互相追打，课桌椅被撞得一阵乱响；一个男生猛跑过

来，差点撞上李老师，可他不仅没有道歉，反而对李老师调侃道：

“我说这是谁呀，在我们班傻站着干啥呢”

如果您是李老师，您会怎样做？



自我认识能力

价值引

导能力

带班育人

能力

关系建设

能力
活动育人

能力

班主任的育人能力



带班

秩序

文化

活动

育人

自主管理

人际交往

学业发展

个性发展



班级的基本模型

结构
（常规）

目标与
价值观
（风气）

关系
（凝聚力）



具有育人功能的班级

 物理学意义上的班（时间、空间）

 社会学意义上的班（秩序、效率）

 心理学意义上的班（联结 归属）

 教育学意义上的班（价值 方向）



集体教育理论

马卡连柯 苏霍姆林斯基



Perfect Concept

苏霍姆林斯基
（1918-1970）

•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 帕夫雷什中学（普
通农村中学）

• 培养“真正的人”

马卡连柯
（1888-
1939）

•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 高尔基工学团和捷
尔任斯基公社（再
教育机构）

• 改造成新人



集体教育的主要方式

前景教育

劳动教育

平行教育

纪律教育

方式



育人怎么做？

 涂尔干的观点：

 学校是实施教育最为有利的地方，通过参与群体生活，孩子

们形成了对社会的情绪依附，变得尊重权威与标准，形成纪

律精神，用它可控制行为并引入社会期望之中。

 管束---教化----陶冶

 权威模型，理性道德

 权威依附+行为主义训练



育人怎么做？

 皮亚杰的观点：

 通过社会交往，孩子们的发展包含着对世界的理解方式的一

种逐渐建构，而不仅仅是对社会环境的适应。参与协作关系

活动，与平等的人交往（同伴）更有利于道德发展

 参与（体验）----思考澄清----建构观点

 建构主义理论



班主任的职业生活与生命境界

 基于行政视角，烦、累、消耗性工作。

 基于教学视角，在意教学与学生发展的关系。工作重心在于促

进学业成绩的提高。不完整的视角。

 基于育人（生命视角与生活世界），班级工作就在班主任的生

命之中。

 照亮他人，升华自己——鲁洁



谢谢倾听！

张 红
北京教育学院德育与班级管理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