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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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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手班主任的困惑
□柳文倩

刚刚大学毕业步入教师岗位的

我，突然接下了七年级新生班主任的

工作。身份上的转变，再加上不多的

教育经验，刚刚工作我便产生了许多

困惑。

首先是心理方面，压力真的非常

大。七年级的几个班主任中，只有我

完全没有班主任工作经验，其他老师

几乎都是长期担任班主任，有的甚至

是获得过各种荣誉称号的优秀班主

任，这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大的压力。

而在与学生相处的过程中，我心里的

紧张感无以言表。我要给孩子们说什

么？我要用什么语气跟孩子们表达？

学校交代给我的任务，我要怎么让孩

子们正确理解……学生聚精会神地望

着我，可我有那么多的顾虑。我怕我

的指令表达不够清晰，怕自己语言太

过生硬，不能让孩子们接受……这么

多的“怕”，让我这个在大学里侃侃而

谈的班长变得拘谨起来。每天晚上送

走孩子们，独自坐在办公室写教育日

志时，我都会反问自己，我这个班主任

到底行不行？我能教好这群孩子吗？

其次，面对意外情况时不能冷静

处理。举个军训期间的例子：早上跑

操后，点名时有个学生一直没找到，惊

得我一身冷汗，满脑子都是“怎么办怎

么办”。之后我联系了级段主任，并在

对方点拨下去其他班级的队列中核

查，最终在另一个班级找到了这个孩

子，两方核查后发现是名单错误，阴差

阳错闹了一个大乌龙。事后我了解

到，类似事件前几天也出现在了另一

个班级，可是那个班主任的处理方式

比我要冷静许多——上报级段（学

校），问询训练教官，到学生中间了解

情况，综合已知信息后，在教官帮助下

到另一个班级训练队伍中找到了因不

熟悉而“走失”的学生，不慌不忙，一气

呵成。对比我这个新手的慌张，对方

的从容十分值得我学习。类似这种意

料之外的情况接下来肯定还会出现，

稳定自己不慌张是处理事情前的心理

准备，如何在方法和手段上进行提

升呢？

再次，是与学生相处的“度”。军

训这几天，给我感受最深的就是与学

生关系“度”的拿捏。在大学时，有老

师说我的特点是很有亲和力，将来成

为教师一定能很快与孩子们打成一

片。可是现在，我有些怀疑“亲和力”

是否真的有助于我管理班级。军训期

间，我自认为对班里的学生还算严厉，

可是他们好像都有恃无恐。英语老师

到班里布置作业，我在旁边，学生还是

乱哄哄的。与几个班主任交流后，他

们普遍反映我其实并没有自以为的那

么严厉，而从学生的表现上看，他们已

经试出了我在某些方面的“底线”。因

此，与孩子相处过程中，“度”该如何把

握呢？

最后，是学科教师与班主任二者

的关系。作为班主任的我，军训期间

几乎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身

上，可是作为数学教师，我自认为做得

不够好。我是新手教师，教学经验相

对较少，在我陪伴学生军训的时候，其

他老师都在紧锣密鼓地备课，我只能

安排好学生之后，才到数学组的办公

室一起备课，中间如果有班主任会议，

我还要去开会。兼顾学科教师和班主

任双重身份的新手老师，又该如何处

理学科教师和班主任二者之间的矛

盾呢？

当然，作为新手班主任，我获得的

成长也是迅速的。在遇到一个又一个

问题中，我窥视到了当教师的不易，在

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中，我飞速地成

长。同时，我也真的很感慨，作为新教

师，有老教师在前面帮你引路是多么幸

运、多么有必要。虽然我在大学期间学

习到了一些教育理论和方法，可是要化

理论知识为个人经验，还需要时间的

积淀。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新郑市崇文中学）

找寻班级文化的找寻班级文化的““魂魂””
□代立然

作为一名初中学校的班主任，我从2005年开始创建“骐骥班级”这一品牌，经历了13年时间、七届学生的传承与发展，这一品牌在我们学校甚至在更广的范围有了一些影响。

作为骐骥班级的创立者和主要经营者，这13年的班主任工作，让我逐渐有了一些关于引领班级文化深层建设的粗浅体会。我认为，班级文化建设的成功不仅包括整洁的环境、骄人

的考试名次等，还应包括一种内在的文化魂魄。这种文化的引力让学生喜欢上学，而不是厌倦上学；让学生在校时间不愿回家，放假期间想念学校；让学生毕业后能够继续珍惜曾经的奋

斗岁月，想起这里的师生缘分、同学情谊；让学生初中三年能够在心灵上留下一些烙印，并能够成为他终身奉行的东西。这样，我们的班集体就会成为孩子们的心灵故乡。

那么，如何实现上述教育理想，推进班级文化的深层建设呢？

经历了取班名、画班徽、拟
班训、唱班歌等一般形式，经历
了定目标、喊口号、喝鸡汤、写
感受等励志形式后，班级文化
建设的前进方向在哪里？作为
班主任，如何以班级文化的深
层建设为抓手，做好学生的思
想教育工作？这是摆在广大班
主任面前的重要问题。

演讲录演讲录

当下对中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似乎越来越难了，孩子胆子越来越

大，敢想敢说，无所畏惧。究其原因，

可能是孩子在多元的社会面前，比教

师更早地适应了社会。在我看来，一

些教师思想的滞后、教育方法的落

后，是现阶段教育的困境之一。

我的近三届班级都比较特殊，男

生占绝大多数，聪明淘气的孩子特别

多，一些学生的“歪理邪说”甚至看似

很有道理。面对种种复杂的情况，我

把班会作为思想激荡的场地，让各种

声音都能充分表达。经过充分地辩

论后，正能量才能凸显出来。

比如，关于考试。

考试是什么？考试是老师的法

宝，考试是学生不能逃离的鸿沟，对

吗？班会课上，我们的激荡就从这里

开始。我对学生说：考试对于学生来

说，既不是沟也不是坎，考试是实现

你人生梦想的一个舞台。通过考试，

你的文化品位不断提高，你的气质风

度不断优化。慢慢地，你会发现你蜕

变了，你已经从少不经事的儿童成长

为理性阳光的青年。

考试，能助你从中国小县城走

向世界大都市；考试，能助你实现从

平凡子弟向杰出人才的转变。同学

们，一个好成绩能让你离自己的梦

想更近。

比 如 ，我 所 教 育 的 是 什 么 样

的人。

我常和学生及家长说：我所培养

的不是适应社会的人，而是改变世界

的人。可能有人对我的观点不能赞

同。我想，这主要是当前的社会现实

所致，竞争激烈的世界让许多人选择

了适应环境，很少有人会想去改变环

境，甚至许多家长和教师在教育学生

的时候也会这样说。我想，我们在降

低自己的教育追求时，可能自己已经

被严重世俗化了。

因为社会是不断变化的，如果我

们教出来的学生只能适应当前的社

会，那么他一定会被社会淘汰。

小悦悦事件、老人倒地无人敢扶

等事件发生后，我曾让学生以此为题

写周记。学生一律对国人的冷漠进

行了批判。这时，我却给了学生一个

正面的“回击”——

假如你在现场，你会不会成为

改变冷漠社会的那个人？由此延

伸到自己的生活中，能否第一个负

起自己该负的责任？能否第一个

向 需 要 帮 助 的 人 伸 出 援 助 之 手 ？

能否第一个在公共汽车上站起来

给他人让座……

勇敢地做“第一个”，在改变自己

的同时，你也改变了世界。因此，我

告诉学生，改变世界要从改变自己开

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未

来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

作为一名初中班主任，我每天都

在紧张快乐地工作着，但我从不把自

己的工作看成简单的重复，而且一届

届不同的学生也决定了我们必须要

时时创新，把班级文化建设不断推向

深入是我们神圣的使命。今年正好

是不惑之年的我，对自己的专业成长

依然还有追求，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

学生在一起，就是出现在教室里，就

是站在神圣的讲台上，我想这里既是

我的乐土，更是让我心安的桃花源。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涿州市实验

中学）

文化从激荡中来

三年前的一段时间，我的耳边总

是回旋着偶然间听到的这句歌词——

“到不了的都叫做远方，回不去

的名字叫家乡……”

我静静地听，也轻轻地哼。我觉

得这句歌词在慢慢地渗入我的头脑，

促进我的思考。记得在语文课堂上，

我曾多次问学生一个问题，中国从古

至今有非常多的乡愁类诗词，从《诗

经》到屈原，从李白到余光中，我们的

诗人在苦苦地思念着他们的故乡，可

是为什么他们不回去呢？思乡却不

回乡成为一些中国杰出知识分子的

一个“怪命题”。

孩子们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的

回答很有意思。有的学生回答说

因为故乡太穷了，也有的学生回答

说因为他们舍不得眼前的繁华与

富裕。

我总结道——因为理想始终在

远方，而远方的概念又是动态的，所

以他们永远都不会停止前进的脚

步。只有勇敢地离开家乡，才能更好

地回报家乡。这或许也是这些中国

历代先贤的想法吧。

学生听了我的讲解，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但我相信，以后他们一定

会懂的。

学生思想的形成、班级灵魂的塑

造离不开班主任的引领。我对学生

的思想引领包括课堂引领、写作引

领、身教引领等几个方面。

课堂引领。课堂是教育的主阵

地，教师不能只把自己定义为教学生

做试题的人。我想，我们的课堂除了

教必要的知识外，一定承担着传承中

华思想文化精髓的重要责任。所以

我讲杜甫时，一定会讲他身在茅屋而

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济世情怀。

写作引领。写作是道德长跑，是

心灵修炼。写作可以让人有思想、有

品位、有深度。我不仅自己写，还引

领学生写、家长写。我们在写作的过

程中共同进步。

身教引领。身教是无声无痕的影

响，是一种隐性教育，但它有着相当重

要的作用。我想，我之所以能赢得一

些学生和家长的认可，绝不只在于我

的课上得有多棒，而在于我用身教告

诉了他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不

喜欢出席各种“场合”，不饮酒，不吸

烟，不打麻将。我人较笨，但努力钻研

业务。我真诚对待学生和家长，公平

公正，不卑不亢。我想，这或许就是班

级正能量的来源之一。

文化从引领中来

前段时间结束的家长座谈会，最

后一个环节是班主任讲话。我经过反

复思考，决定讲话的题目为“让学生实

现从高兴到高雅、高尚、高贵的跨越”。

这样的思考是我近年来对班级

管理新的认识和提升。现在的我，不

再认为把学生管得服服帖帖是多么

好的事情，相反我认为把学生管得

“过死”、过于精细，不仅教师累，而且

一旦学生疲于应付，那么无论是学生

个人成绩，还是班级整体成绩，都有

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所以，我认为首先要让学生在学

校高高兴兴度过每一天，允许孩子适

度淘气，允许孩子适度犯错，允许孩

子在课堂上活跃一些，给孩子自由活

动的时间。我对家长和学生说：高兴

只是一种感官上的快乐，如果能够从

感官的高兴上升到举止的高雅、心灵

的高尚、品德的高贵，那才是教育的

希望所在，是孩子成长的目标。

班级有着孕育文化的肥沃土

壤。文化的积淀往往经历了自生、培

植、定型的复杂过程。经过十几年的

积淀，我们渐渐形成了一些属于骐骥

班级的专属文化符号。

比如在对待荣誉的问题上，我们

形成了这样的共识：有了荣誉让着

来，见了困难抢着上。

比如在对待学习困难的问题上，

我们的共识是：不怕脚下无路，就怕

心里无光。只要心里有光，没路都可

以开辟出一条路来。

比如学习小组长的共识：帮助他

人进步比自己独登榜首还要快乐……

文化从积淀中来

七届骐骥班级，每届都要在成立

之初进行一次隆重的交接仪式。主

要内容是上届班级的班长向下届班

长赠送象征骐骥精神的班徽或书籍；

上届班级的班长和学生代表向新一

届学生讲述骐骥班级的辉煌过往及

优秀做法，并向新一届学生提出希

望；新一届骐骥班级的代表向学长赠

送礼物并发言；班主任发表讲话进行

总结。这样的活动旨在传承骐骥班

级的精神，让新集体的每个学生在入

学初就树立班级荣誉感、归属感，为

班级文化的深层建设奠定基础。

班级文化传承有顶层设计、传承

发展、修正完善的过程。

比如，我们的班级铭文自 2005

年固定下来后就没有改变，保持了传

承的稳定性。

夫骐骥者，奔腾之骏马也。奋蹄

驰骋，而达千里；山川岩障，概莫能

阻。一如少年，初展筋骨；沐浴阳光，

滋润雨露；勤于求知，乐于攻读；自强

不息，厚德载物；坚持不懈，奇迹必出！

故骐骥之于人者，新知少年之谓

也。因以为班级之品牌，励学子之志

也。曰：骐骥班级，创造奇迹！

比如，我们的班徽就是不断变化

的，每届设计一个，但有相对稳定的

元素，在传承中有所创新。

比如，我们青春纪念册的书名是

不断修正完善的，书名变化的过程也

是我对班主任工作的理解不断深入

的过程。217班的纪念册名为《青春

好韵》，主要记录的是班级故事；261

班的书名是《师生共创品牌班级》，全

面展示班级工作；今年385班的书名

是《把班集体打造成孩子的精神故

乡》，书稿由三部分组成，学生写的是

三年来发生在班里的故事及自己的

成长，我将之命名为“学记”；我写的

主要是关于班务工作的思考，带班日

记，以及对学生、家长想说的话，这部

分内容三年来也不算少，大约有 10

万字，我将之定名为“师说”；还有我

们在广大学生家长中开展征文活动，

让家长写一写自己家中的故事、自己

的教子体会等，也算是新时期的“家

训”吧。

书稿初步完成了，但我还不知道

它是否有价值、有多大的价值。于

是，我把电子稿发送给了几位在媒体

工作的编辑，想请他们为书稿把把

关，同时写篇序文之类的东西。他们

对教育有着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也给

我的书稿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

文化从传承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