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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之友实践探索

中小学班主任角色体系及其工作内容中小学班主任角色体系及其工作内容

班主任是学校德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

施者，在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中发挥着重要地位和

作用。然而，现实状况下，班主任面临着许多新

问题、新挑战：一方面，班主任对自己应扮演何种

角色认识不清或定位不准，造成角色模糊；另一方

面，多种角色协调不力或转换不当，造成角色冲

突。研究和解决上述问题，构建适应新形势的班主

任角色体系，是促进班主任做好本职工作的关键。

一、班主任角色体系的内涵

班主任角色体系，是指班主任在实际工作中

的各种身份及其相应的权利义务与行为规范所构成

的有机整体。从工作对象来看，班主任首先面对

的是作为个体的学生，需要做到以人为本，促进学

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即扮演“教育者”角色；其

次，班主任面对的是作为整体的班级，其工作内容

为指导班级建设，实施集体教育，推动班集体共同

成长，即充当“组织者”角色；第三，班主任还要

面对学校、家庭及社会等校内外各种教育力量，这

就要求他们善用校内外资源，化解冲突与矛盾，共

同形成教育合力，即扮演“协调者”角色；第四，

班主任作为一个教育行业从业者，还必须遵守相关

法律法规与职业道德规范，正确行使权力与职责，

维护学生与自身权益；最后，新的形势还要求班主

任必须是一个“学习者”，即通过在职、职后学

习，形成自己的教育智慧。这五种角色中，教育者

是核心，组织者是基础，协调者是支撑，职业者是

保障，学习者是助力，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地位

各异，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一个

要素完整、层次清晰的班主任角色体系（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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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班主任角色体系的结构分析

（一）教育者

班主任作为“中小学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学

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其工作对象是中小学

生，而不是成年人；工作目的是发展人，而不是控

制人。因此，班主任的工作方式主要为教育，而不

是管理。虽然教育离不开管理，且适当的管理可以

促进教育，但教育并不等同于管理。因为，教育和

管理并不是一回事。“教育的核心是发展，而管理

的核心是秩序”；“教育以提升为手段，而管理以

约束为手段”；教育的目的在于灵魂转向，而管理

的目的在于行为制约。教育者以人为本，关注学生

的全面发展，而管理者以任务为本，关注工作的完

成情况。所以，班主任“首先是教育者，其次才是

管理者，管理是为教育服务的”。

一方面，应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优先。立德

树人，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道德教育；培养学生团

结互助、诚实守信、遵纪守法、艰苦奋斗的良好品

质；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

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

民。要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

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另一

方面，应坚持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班主任要着力

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教育

学生学会生存生活，学会做人做事。可见，正如

《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中“职责与任务”的要求，“教育者”角色意味着

班主任要“全面了解班级内每一个学生，深入分析

学生思想、心理、学习、生活状况。关心爱护全体

学生，平等对待每一个学生，尊重学生人格。采取

多种方式与学生沟通，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道德教

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组织者

班级，是学校的基本单位，是学生成长的摇

篮，是班主任工作的基地。作为“班级工作的组织

者”和“班集体建设的指导者”，班主任因班级

的存在而存在，既是一“班”之“主任”，又是班

集体的一分子。苏霍姆林斯基曾说，班集体“是在

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智力、共同的情感、共同的组

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一种不可替代的教

育资源”，“是学生成长最直接、最有影响力的课

堂”。他还说，“一个深思熟虑的教师和班主任，

总是力求在集体中创造一种共同热爱科学和渴求知

识的气氛”。只要“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加

强了集体，以后，集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大的教育力

量”（马卡连柯）。因此，班主任应以指导班级建

设为契机，对学生实施集体教育，推动班集体共同

成长。

《规定》要求班主任“认真做好班级的日常

管理工作，维护班级良好秩序，培养学生的规则意

识、责任意识和集体荣誉感，营造民主和谐、团

结互助、健康向上的集体氛围”。无论是指导班

委会和团队工作，还是组织、指导班会、团队会

（日）、文体娱乐、社会实践、春（秋）游等形式

多样的班级活动，都“注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并做好安全防护工作”。其实，小到班级座

位编排，大到班级活动开展，班级组织与管理工作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纷繁复杂。时间上，从开学

时的入学教育和组建班级，到毕业时的档案整理和

升学教育等，跨度长达3至6年；空间上，从课堂

上的纪律管理到课后的卫生检查，从校内的班级活

动到校外的社会实践，工作范围非常宽泛。归纳起

来，班级建设与组织工作涉及到班集体建设、日常

管理和班级活动等方方面面。

（三）协调者

“一人之事”的班级管理观让班主任既深陷

琐碎的管理细节，又忽视了对学生的细致关怀。班

主任工作的复杂性意味着，要做好学生工作，仅

凭一己之力是不可能的，需要经常与任课教师和其

他教职员工沟通，主动与学生家长、学生所在社区

联系，努力形成教育合力。众所周知，学校、家庭

及社会三者的地位与作用各不相同：家庭教育是基

础，学校教育是主体，社会教育影响最广。因此，

班主任既要做到内外协调、左右沟通、相互促进，

成为沟通学校、家庭、社会的纽带，又要充分认识

到学校、家庭和社会三者的不同地位与作用，在工

作中有所侧重，使其相得益彰，发挥“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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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功效。

一方面，在校内既要处理好与年级组长、教务

处主任及副校长等上级领导的关系，做到“上情下

达”和“下情上达”，又要协调好与任课教师、心

理辅导员、宿舍管理员等同级教职员工的关系，做

到左右沟通、相互促进，争取他们的支持与配合。

同时，还得处理好学生与班干部、学生与教师及学

生与社团组织等班内外的各种关系。另一方面，与

家庭的联络，既可采取家访、电话、短信、家校联

系薄等“一对一”的方式，也可采用家长会、家长

系列讲座、家长委员会、家长学校及学校开放日活

动等“一对多”或“多对多”的方式；与社会的沟

通，既可采取邀请模范人物、先进个人等来班级开

展讲座等“引进来”的方式，也可采用组织学生去

社区、企事业单位参与社会实践等“走出去”的方

式。 

（四）职业者

“作风正派、心理健康、为人师表”等选聘

条件要求班主任身兼“公民”“教师”“班主任”

等多重身份，在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的同时，更需遵

守职业道德规范，提高自身职业伦理水平。然而，

近年来，一方面，教师职业从社会教化的神坛上跌

落下来，“妖魔化”的教师事件层出不穷，如侵犯

学生权益的猥亵学生事件、温岭虐童事件，有违职

业道德规范的有偿家教、吃回扣现象，言行不当的

“尹健庭”事件、“范跑跑”事件，等等。另一方

面，学生殴打教师、学校侵犯教师培训权与报酬权

等教师权益遭到侵犯的事件也屡见不鲜。为此，从

小到个人的言行举止，大到工作中有效维护学生和

自身权益，都需要班主任在相关规定的框架下正确

地行使权力与履行职责。

一方面，班主任在工作中须遵守相关法律法

规与职业道德规范，不得做出有违职业规定的行

为。常见的班主任职业失范或违法犯罪现象有：言

辞不当、有偿家教、乱收费、强迫订购教辅材料，

收受他人财物及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隐私

权等。情节较轻者，会受到一定的处罚；情节严重

并构成犯罪者，则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另一方

面，班主任有权维护与公民、教师和班主任身份相

应的合法权益。常见的侵犯班主任权益的现象有：

来自学生和家长的人身伤害、同事的侵犯，学校和

相关管理机构对聘用、培训、薪资等权益的侵犯行

为。班主任可采取的维权途径有申诉、人事仲裁、

行政复议及诉讼等。

（五）学习者

随着《规定》的颁布实施，班主任的“专业

性”逐渐得到肯定和认同——班主任并不是每个教

师都能胜任的，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班主任，必须

经过专门的训练，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具备熟练

的专业技能。另外，社会信息化、经济全球化、价

值多元化等也对班主任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中小

学生成长的新情况、新特点和家庭背景的复杂化更

增加了教育管理的难度。因此，班主任加强培训与

学习，走向专业化，既是班主任职业发展的应然取

向，也是教育管理工作持续发展的现实诉求。

一方面，班主任要向理论学习，即学习新的

教育管理理念，系统地掌握教育管理的相关理论。

理论学习既可通过个人自学形式，也可通过参与

培训学习的方式。教育部自2006年12月起建立了

“中小学班主任岗位培训制度”，要求班主任在上

岗前后半年时间内均需接受不少于30学时的专题

培训，内容包括班主任工作基本规范、学生心理健

康教育指导、班级活动设计与组织、班级管理、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相关教育政策法规等相关专

题，并于2008-2011年分别组织实施了“中小学班

主任国家级专项培训计划”“知行中国——中小学

班主任教师培训项目”“国培计划——2010‘知

行中国’小学班主任教师培训项目”以及“‘知行

中国’——初中班主任角色培训项目”等围绕“班

主任每一天”“班主任每一学年”“班主任与每次

活动”“班主任与每个班级”“班主任与每个学

生”“做一个专业的班主任”六个方面的培训。另

一方面，班主任要向实践学习，即在借鉴他人（如

国内的魏书生和美国的雷夫·艾斯奎斯等）实践经

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与创新，形成自己的教育管理

智慧。只有理论结合实践，知行合一，才能生成属

于自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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