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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意识

每到一个地方给老师讲课，笔者都会和老师们

互动一个话题：踏上讲台的第一天，你潜意识里的

教学经验来自哪里？做班主任的第一天，你一不小

心模仿了谁的班级管理方式？大多数年轻老师的回

答很一致，那就是自己的老师、自己的班主任。虽然

我们有规范的高等师范教育，但是那些“准老师”们
接受的多是专业理论，很少有教学实践层面上的有

效训练和指导，当他们踏上讲台的那一天，就只能

把自己中小学阶段的某个或某些老师作为模仿对

象，老师怎么教育他们，他们就怎么教育学生。这种

技能上的“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对班主任来说是专

业成长的巨大危机。时代在发展，学生在变化，我们

的教育实践却因为言传身教式的“世袭”而停滞不

前。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班主任的实践技术一直

在“向后看”，思想理念和发展意识自然也就向后生

长。如此下去，班主任的专业化发展也就只能是一

种空洞的设想。
对于班主任来讲，若要成为一名优秀的班主

任，首要的是弄清楚班主任工作的时代特征以及发

展趋势。笔者曾对自己担任班主任近 30 年来的工

作理念进行了梳理和提炼，从而确定了各个时代的

关键词。第一个十年的关键词是“爱心与奉献”，在

班级管理中强调近乎亲情的师爱，对班主任的要求

大多集中在无私奉献、默默耕耘等道德方面的要求

上，园丁、蜡烛、春蚕、孺子牛、人梯等成为以班主任

为主的教师群体的专属称谓；中间十年的关键词是

“民主与科学”，民主管理成为班级管理的主流意

识，班级管理的策略和方法更加注重科学性，小组

管理、量化管理等成为班级管理方式的典型代表；

最近十年的关键词是“自主与专业”，班级管理注重

学生的自我发现和自我成长，班主任自身的专业化

发展开始逐渐步入快车道，个性、特色、专属等成为

班级管理的符号特征。
这三个“十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时间断代，只

是一种相对集中的时间划分，每个时间段的典型特

征也绝非非此即彼的排斥。这些典型特征只是代表

了某个时间范围内，班主任工作的潮流和走向，它

带给我们的意义有两个：一是明晰自己所处的时

代，洞察这个时代班主任工作应该遵循的朝向；二

是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发展定位，让自己的发展意识

符合主流特征。

二、专业意识

21 世纪初，班主任的专业化问题在民间开始酝

酿并被积极推动，2006 年教育部出台《关于启动实

施全国中小学班主任培训计划的通知》，正式赋予

“班主任”这一岗位以专业形象。十多年的时间，班

主任的专业化发展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班主

任始终还是一个“轮到谁谁干、指派到谁是谁”的临

时性兼职。班主任工作的教育实践也大都局限于约

束学生、维持秩序之类的“管理”上，甚至被收款、催
钱、发通知等繁琐事务所纠缠，专业和专业化更多

地停留在口号中。更重要的是，我国还没有一个完

整的班主任专业标准体系，所谓的班主任专业化发

展多是管理文件中的一些简单规定，本身不具备专

业性和专业价值。专业不专职的现实尴尬以及专业

标准的缺失，必然导致班主任群体的专业发展始终

处于一种自发的、无序的探索状态。对于班主任专

业发展的描述和解读，也是百家争鸣、群雄逐鹿，还

缺少一个系统、完整、大家公认的目标和模式。在这

种环境下，教师的专业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在班

级管理的具体实践中，以专业的意识思考问题，用

优秀班主任的五种意识

王维审

（山东临沂市兰山区教体局教研室，山东临沂，276002）

29· ·



专业的手段解决问题，靠专业的思考成就管理，这

是每一个班主任可以去尝试的成长之路。
“学生盗窃事件”是班级管理中的棘手问题，每

一位班主任都会遇到，也都有过自己独特的解决办

法，以这个问题的解决来谈谈班主任的专业意识。
当学生盗窃本班同学财物或者是其他人的物品后，

班主任会如何处理？在各种书籍和优秀教师的发言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鲜明的做法：老师最终

发现了盗窃者，但并没有惊动这个学生，而是以替

其还钱给失主来平息盗窃事件，结局往往是十几

年、几十年后学生写来了忏悔信，或者是感谢信；老

师发现盗窃学生后，单独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然

后替学生保守秘密，学生在感动之余彻底发生改

变；倘若学生偷盗的不是本班学生的财物，当失主

寻上门来时，老师想法设法替学生向失主求情，学

生受到触动并最终被感动，马上变成了一个阳光纯

净、昂扬向上的好学生……也许这些美好的教育愿

景在适合的地方、适合的时间和适合的人身上都有

可能发生，但一定不具备普适性和普遍意义。有一

位老师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在和学生做过深入

沟通后，严厉指出了学生的错误做法，也同样答应

为学生守住秘密。但是，他并没有到此为止，而是先

让学生返还了本次偷盗的钱物，然后统计了这个学

生以前曾经偷盗的钱数。因为以前偷的钱都已被学

生花费掉，这个老师便要求学生制定一个还款计

划，并一起协商、拟定通过捡拾饮料瓶等方法筹钱。
在老师的帮助和监督下，这个学生利用很长时间，

付出了很多辛苦才赚到了需要偿还的钱款，最终明

白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去拿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相比以上几种处理方式，笔者更倾向于这位老师的

做法，因为他的做法更接近于专业，他的想法更具

有专业意识。

三、借力意识

英国大英图书馆，是世界上著名的图书馆，里

面的藏书非常丰富。有一次，图书馆要搬家，也就是

说要从旧馆搬到新馆去，结果一算，搬运费要几百

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有人给馆长出了

个主意。图书馆在报上登了一个广告：从即日开始，

每个市民可以免费从大英图书馆借 10 本书。结果，

许多市民蜂拥而至，没几天，就把图书馆的书借光

了。书借出去了，怎么还呢？大家还到新馆来。就这

样，图书馆借用大家的力量搬了一次家。这个故事

告诉我们的是：智者要借力而行，一个优秀的班主

任一定要具备借力意识。
班主任工作的专业性很强，而一个人的视野和

能力往往没有那么宽阔，这就需要我们学会借力。
向同事借力，让班级成为所有任课教师的公有领

地；向学生借力，让民主和自主成为班级管理的常

态理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班级管理艺术就是一

个借力的艺术。其实我们还可以向家长借力，班级

家委会是班级管理的一支重要合作力量，也是最有

“力”可借的一股资源，但“如何借”和“借什么”是十

分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那种把家委会当做后勤

处、物质供应商的做法，不仅会伤害班主任和学校

形象，而且容易把溺爱、包办等家庭教育弊端移植

到班级中来。家委会应该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

桥梁，疏通和传递的应该是教育的力量和理念，而

不是物质。这个桥梁应该是双向的，既不能只是从

家流向学校，也不能仅从学校流向家庭。我们可以

让家长的社会精神资源和智慧补充我们的学校教

育，也可以让我们的专业教育能力帮助家庭教育趋

向完善和完美。
除了家长力量以外，我们还有很多的资源可以

借用。比如诸葛小学的公老师，她所在的学校是个

村级小学，家长资源也很贫乏，但是她却学会了向

社会资源借力———依托白沙埠镇的孝道文化底蕴，

开展了一系列主题教育活动；依托各行各业名人力

量，让学生的国际思维开放成长。吉林省公主岭市

秦家屯第二中学班主任李素怀，一位农村中学班主

任，她用自己的坦诚和执着把漫画家、书法家、作家

等行业精英引入到自己的班级管理中，她奖励给学

生的可能是著名漫画家专门为学生创作的肖像画，

学生得到的生日礼物可能是著名书法家亲笔书写

的座右铭……更可贵的是，她和她的学生在与这些

名家的交流交往中，视野开阔了，境界提升了，教育

变得坦然了。

四、课程意识

有一位老师在微信上发了一组树叶画照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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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了笔者的兴趣。后来笔者有机会去了他们学校，

亲眼见到了学生用树叶精心制作的叶子画。这位老

师说，他们近期打算搞一次展览，把这些优秀的作

品在全校进行展示。笔者给了她一个建议，单纯的

树叶画制作只能算是平常意义上的小制作，单纯的

展览展示也只能是一次学校活动，这些都不足以把

树叶画的教育价值和意义充分挖掘出来。我们可不

可以这样想，一片叶子从发芽到长大再到凋落，这

是一次生命历程，用树叶作画其实是赋予了落叶第

二次生命，甚至是永恒的生命。如果我们从对植物

的认识、栽植、养护开始，到对落叶的艺术性加工、
实用性加工、研究性加工制作，再到树叶画内容的

故事性、经典性、生成性拓展，那么树叶画这样一个

简单的手工活动，就可以构建起一个包含生命教

育、生物学知识、艺术教育、实践能力、环保教育乃

至经典阅读等内容的“叶子课程”。
《当代教育家》杂志总编、北京亦庄小学校长、

著名教育人李振村老师把第二届当代教育家论坛

的主题定为“用课程改变学校”，这对我们的班级管

理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在国内

班主任研究领域的顶端，我们会发现班本、师本课

程已经成为班主任工作特色彰显的一个主要渠道。
换句话说，班级活动课程化已经成为趋势，用课程

改变班级的时代已经到来。在我们的班主任中，有

很多人所做的班级活动都已经接近课程的概念，只

是缺少课程化的系统梳理和整合，或者是缺少一个

课程化的提升。有一位班主任，持续坚持做主题班

会，她积累的主题班会材料已经达到了 150 个，并

形成了有主题、成系列的班会资源库。如果我们再

有意识地对这些资源进行课程化系统整合，以“主

题班会课程”的视角去审视这些主题班会的价值和

意义，这些主题班会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就一定会得

到衍生，这位班主任的发展道路也会越来越广。还

有一位老师，她积累起来的材料大都与交流互动有

关，比如用故事儿歌等与学生互动，用纸条书信与

家长互动等等。如果用课程的理念来定义的话，她

的方向可以放在“班级对话课程”的实践和研究上。
同样，那些把童话阅读引入班级管理的班主任，用

《论语》等国学培养学生良好习惯的班主任，用古典

诗词涵养学生心灵的班主任等等，这些以班主任的

个人爱好特长进行的教育实践，都值得我们进行课

程化打造，并且努力过后也终会成为独特的班级课

程。从班级活动到班级课程，不仅是名称的改变，更

是一个从单薄到丰厚、从零散到系统的建构过程。
从本质上来讲，它改变的不仅是教育的容量，更是

教育的深远价值。

五、品牌意识

在电子技术领域，提到日本，大家想到的一定

是索尼和佳能；提到韩国，就不能不想到三星。在很

多时候，品牌所带来的不仅仅是利益，更是一种品

质和力量。所以，当中央电视台打出“相信品牌的力

量”这句主题广告词时，其强大的宣传力量瞬间掌

控了整个中国广告界。细致到生活，超市购物时在

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我们往往会选择品牌商品，这

就是我们对品牌的认可和信赖。
每一个行业都有自己的特色和品牌，我们做班

主任的是不是也应该有自己的特色？是不是也可以

打造属于自己的教育品牌？回答是肯定的。每一个

愿意成长的班主任都应该有一手绝活，有一张走出

校门、区门乃至省门的金字招牌。这就要求优秀班

主任一定要有品牌意识，要给自己定好位，竭力打

造自己的治班特色，形成自己的品牌。班级管理是

一个极富弹性空间的成长领域，也是一种容易生长

特色的教育实践活动。一个品牌班主任的成长大概

需要这样一个基本路径：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成

为一个合格的班主任，具有娴熟的、足够满足班级

管理的能力和智慧；通过深刻的思考和反思，发现

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做一个有特长的班主任；通过

不断完善和张扬自己的特长，让特长成为特色；通

过对特色的锻造和锤炼，让特色无限发展，并形成

稳定的品牌形象。简单地说，就是“成熟班主任—有

特长的班主任—有特色的班主任—特色班主任—
品牌班主任”。有句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好士兵”，套用过来就有了这样一句话：不想成就

品牌教育的班主任一定不是好班主任。这样的语言

听起来似乎有些俗套，却击中了班主任成长缓慢甚

至停滞的主要原因———我们缺少的不是成功的潜

质和可能，而是自觉、自愿、自发成长的愿望和渴望。
【责任编辑 郑雪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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