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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4月19日12版 班班 主主 任任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一班一世界

突然成为“农场主”后

□王 杰

“级徽征集令”源于我对以往传统

学生颁奖仪式的思考。近年来，许多

学校对学生颁奖仪式做了不少创新，

在此情况下，我想是否可以作出一些

改变，用一种新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兴

趣和热情。

奖励是教学中一种常见现象。从

马斯洛需求论来看，某种程度上学生

缺乏学习动机可能是某种需要没有得

到充分满足而引起的。因此，关注学

生情感，发现某种需要缺失后，进行一

定的弥补和奖励是很有必要的。

传统的奖励形式多是奖状、本子、

笔、积分卡等，相对乏味单调。如何创

新才能调动学生的热情呢？偶然一

天，我看到一个学生胸前戴了枚卡通

徽章，在众多清一色穿校服的学生中

引起了我的注意。学生喜欢标新立

异，张扬个性，但在学校只能穿着统一

的校服，无法满足学生自我表达的需

要，如果能将这些徽章做得精致且富

有寓意，岂不是既能满足学生的个性

需求，又能达到育人效果？

想到就做。由于以往没有这方面

的经验，我想还是从学生中来到学生

中去，充分依靠学生。没有任何可以

参照的基础，怎么办？那就让学生来

设计。通过讨论，学生初步确定了 3

枚徽章主题，分别是“卓越”“奋进”“逆

袭”。有了创意，怎样实施？

如果只是靠班主任口头通知或发

布一些年级命令，会让学生觉得这是

一项规定任务，难以激发学生的兴

趣。于是，我在年级各楼层贴上了大

幅海报，并配上我的动漫头像和相应

标语“你的设计即将量产”！海报刚刚

贴出便获得了大量学生的关注，每天

都有学生询问我徽章的具体设计要

求。宣传效果达到了。

在众多交稿学生中，有一个男生

很特别。他不是我班的学生，但因为

有暴力和厌世倾向，所以他的情况我

也有所耳闻。一天，由于违反纪律，他

被叫到年级办公室进行反思。他情绪

激动，在办公室推翻了桌子，并且大

哭，跟在场所有老师说他是一个没有

用的人。听到这样的话我很心酸，也

能够理解他的痛苦。

无意中，我听到一位同事提起该男

生会画画，我灵光一闪，不如让他设计

一个年级徽章。听到我的提议，这个男

生显得有些紧张，我鼓励他大胆创作。

不一会儿，他就给了我有些惊讶的答

案。他设计的“卓越”徽章尽管是一张

草图，有些杂乱，但在他的讲解中，我看

到了一个富有意义感的“卓”字，简直让

人惊叹。

此后几天，那个男生还是会经常被

叫到级部办公室，总是坐在同样的位置，

眼神落寞无助。一天，我试探性地问他

为什么不去上课。他说自己很想上，但

是之前给班主任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

一时难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成绩也上不

去。但欣慰的是，他在那里认真修改画

稿，很安静。

经过数次修改，这枚“卓越”徽章逐

渐完善起来，那个男生问我：“老师，我

画的徽章真的会被制作出来吗？”我回

答道，你画得很好，这是有可能的！“我

来到这所学校还没有拿过一张奖状。”

他自言自语道。我温柔地看向他，说：

“徽章还在制作过程中，你放心，老师一

定送你一枚。但是为了佩戴这枚徽章，

你应该更加努力追求符合佩戴徽章的

标准，对吗？”他充满期待地点点头。

这件事给我带来许多思考。尽管

那个男生偶尔还会被叫到办公室，但他

已经不再推倒桌子，开始主动与老师交

流，朋友也多了起来。教育是一个缓慢

的过程，学生哪怕有一点改变，我们都

应该重视并给予足够的支持。

徽章征集活动为学生创造了一个

平台，在这个过程中我很幸运遇到了

那个男生，他带给我很多思考。每个

学生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优

势和劣势。尤其是初中学生，处在青

春期的他们更需要张扬个性，更应该

得到老师和家长的理解与包容。

一枚小小的徽章，承载的不仅是

学生对荣誉的渴望，更多是让他们参

与其中，找到自我存在感，对自身不足

进行疗愈。当我把那枚由那个男生设

计的“卓越”徽章交到他手上时，我看

到了他眼中闪烁的光芒。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武汉经济技

术开发区官士墩中学）

小徽章 大意义
□熊耀峰

学校的农场对学生开放了，突然成为“农场主”的学生怎样用好这

块地呢？城市孩子很少有机会参与完整的农作过程，更难

真正体会劳动者的辛苦。于是，我们班以“种地”为项

目，开展了一次班级劳动实践活动。

三、四月的台州适合种什么？学生查资

料、制作 PPT、绘制海报，进行“植物大宣

讲”。最终玉米以高票胜出，成为我们班

的幸运农作物。学生制订玉米种植计划，

确定种植时间和后续养护事项。“海草

队”根据收成计算播种数量和每亩地的

种植间隔；“海贝队”带大家认识农具和

农具的使用技巧；“海马队”寻找玉米收

成后的用途……学生综合运用数学、科

学、语文等学科知识，经历了一次生动的

跨学科学习。一系列准备活动后，学生发

现原来“种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能体会

劳动成果的来之不易。

（浙江省台州椒江北书学校 汤思思/图文）

人们常说“关系大于教育”，这句

话在班级管理中同样适用。师生关

系是影响学生行为表现的重要因素，

学生常常因为喜欢某位老师而喜欢

某门学科或愿意听话。我校基于“教

师人人是导师，学生个个受关怀”的

育人理念，从 2018 年开始推行“班级

导师制”，给每个班配备了3名班主任

（班主任、副班主任、助理班主任）和

一名行政督导，确保每个学生都有自

己的专属校内导师。

班级导师制推行之前，班主任大

部分精力被行政事务消耗掉了，比如

安全、纪律、活动、学科教研、家校沟

通、填写表格等，哪个都重要，哪个都

要抓，平均每个学生被关注的时间非

常有限，除了特别优秀或调皮的学

生，大多数“中间地带”学生容易被忽

视，很难知道他们具体需要什么样的

支持。

班级导师制推行之后，一个班的

学生按照5:3:2的比例分给了3名班主

任，班主任每周至少与学生谈一次话，

了解他们的学习情况、交友情况，帮助

他们调适心理以及解决遇到的问题，

给学生建立成长档案，把每周的谈话

记录、观察记录及时反馈给家长，每月

还会形成一份书面的月反馈报告。这

样班主任在班级就有了“同盟军”，大

家可以一起讨论，一起出谋划策，学生

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关怀，他们在

校的安全感和归属感也增强了。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班

级导师制如果停留在每周与学生谈

话、每月进行一次反馈，有种隔靴搔

痒、不够深入的感觉，对班级管理和学

生个体需求的指导缺乏长期、系统的

设计。怎样将班级导师制引向深水

区，让它更好地服务于班级管理和学

生进步，我们尝试了以下几种策略。

设计周学表，做实每天学习

“双减”背景下，尤其是 3 年疫情

中的线上学习，对于学习习惯较差、

家庭督促不到位的学生来说面临更

多学业上的挑战，班级学生学习分化

现象严重。学生小龙的作业经常很

潦草，在各科教师百般叮嘱下仍旧效

果不大。直到班主任去家访才得知，

从三年级开始，小龙便独自在家上网

课，由于自制力较差，他的学习态度

也日复一日更加懒散，学习效果也越

来越差。

为此，我设计了周学表，将每周

需要背诵复习的内容以及自主作业

等列出来，导师帮助小龙回顾本周所

学知识，并将学习情况记录在反馈表

中。如此一来，小龙每天的学习都有

目标感、方向感，家长也能清晰知道

孩子的学习状态。

设计OKR，学会自我规划

在班级管理中，我们发现有些学

生学习习惯、行为表现很好，但他们

对外在激励较为依赖，缺乏内驱力。

在学校，我们一直秉持“激扬生命，自

觉生长”的办学理念，希望学生不管

是在学习还是生活方面都能够主动

探索，找到发自内心的目标，自主作

出选择。为了鼓励这种“自主性”，导

师与学生一起，从学业发展、社会参

与和个人成长三个方面着手，运用个

性 化 的 OKR 工 具（Objectives and

Key Results 目标与关键成果法）制

定他们的学期目标，并在每周的谈话

中不断更新目标完成的进度。

“O”可以是很小的目标，哪怕看

起来微不足道，但只要学生愿意为之

付出努力就是好目标。重要的是，学

生有主动做事的动力。比如，一个学

生作业习惯不好，效率较低，每天晚

上很晚才能完成作业。他说，我要在

作业辅导课上管好自己。于是，在学

业发展方面，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

标，保证每天在作业辅导课上至少完

成1科作业。另一个学生整理能力较

差，桌子里面总是乱糟糟的，他给自

己设定了一个目标，每隔两天就要重

新整理自己的桌子。

班上学生在导师的启发下，制定

了许多小目标。有人说要变得更健

康，坚持多喝水；有人说，要积极参与

社团，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为了

帮助学生实现目标，导师要做许多额

外的工作，虽然琐碎，但是看到学生

完成小目标后的喜悦和成就感，觉得

非常有意义。

及时反馈，形成家校合力

对许多学生而言，思考目标的时

候，除了内心的动力，还有一个重要

的外在动力来源：家长的期待。一旦

孩子的愿望与家长不一致，这种心理

冲突就会反映在孩子的行为层面，比

如不善于人际交往、成绩不理想等。

幸运的是，班级导师制在学生与家长

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也让其

他学科教师与家长有了更多的交

流。学校每学期都会给学生发一本

《小学生生命关怀手册》，由学生、家

长和导师共同完成，全面真实记录学

生在小学的时光印记，一起关心学生

的日常生活，随时反馈学生的进步、

成长或遇到的挑战。多年后，当学生

和家长打开这本记录册，里面是满满

的关怀与爱。许多家长表示要将孩

子的成长报告收集起来，将来肯定是

一份非常珍贵的回忆。

班级导师制不仅是一块班级管

理创新的试验田，也是一座藏着职业

幸福秘密的富矿，我们用自己的努力

将导师制融入班级建设中，尽力让每

个学生都有机会在学业、品格、能力

等各方面得到充分的支持，从而构建

起良性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对学

生而言，这也许是他们通往未来幸福

人生的一个起点。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深圳市宝安

区红树林外国语小学）

班级叙事

当我迎来新的一年级学生，发现

他们懵懵懂懂，不知所措。我可以做

些什么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小学生活

呢？根据学情，我确立了以“习惯陪

伴成长，阅读润泽心灵”为主线，以

“尊重、共建、和谐”为暗线的习惯养

成和班级建设方式。

一年级学生面对的首要难题是

改变生活和学习习惯，为此我和学

生一起制定了“三学会”习惯养成目

标，即学会说话、学会走路、学会听

铃声。

在学会说话方面，我们形成了

“学会说话”的标准：进校前，整理好

自己的衣服，不在门口大声喧哗；进

校门，主动面向师长，并停下脚步行

鞠躬礼；进校过程中，见到同学要问

好，与老师说话时眼睛注视对方……

标准形成后，宣传委员将其贴在班级

任务栏中并带领全班同学每天读一

遍。这样做的效果明显，每天早上都

能听到学生问候“老师早上好”的声

音，下课时也能感受到学生间说礼貌

用语的和谐关系。

低年级学生追跑打闹现象严重，

为了预防安全事件发生，我们提出不

仅要“学会说话”，还需要“学会走

路”。最终的规则内容包括进出校

门、出入教室、如厕或洗手时如何做

等内容。

制定“如何学会走路”规则的过

程很顺利，但在后期实施时却遇到了

难题：低年级学生活泼好动且模仿力

较强，他们每次出教室门的姿势各

异，很不安全。鉴于此，我们拟定了

“你追我赶评比栏”奖惩措施，将学生

姓名贴在评比栏中，能做到不追跑打

闹或者在此方面有改善的学生奖励

一颗星，期末时选出获得星星数最多

的前 5个学生并颁发小奖品，这是长

期目标。

为 了 更 好 地 激 发 学 生 的 积 极

性，我又提出一周一评比，每周评选

出在纪律、卫生、作业等方面表现突

出的小组，这一组学生可以在我这

里抽奖一次，奖项共 10个等级，这是

短期目标。每个月还要评选出“纪

律小标兵、倾听小博士、卫生小达

人、书写小能手”等奖项，这是中期

目标。

每个学期，学生由短期目标到中

期目标再到长期目标，不同目标间环

环相扣，学生每周、每月、每学期都有

盼头，不知不觉中养成了好习惯。

倡导学生“学会听铃声”是因为我

发现不少学生听到上课铃声无动于

衷，我行我素。所以我们又制定了“学

会听铃声”的准则。每节课前有专门

的学生提醒大家把学具准备好，学生

停止活动，安静地等候老师来上课。

自从班级有了“三学会”习惯养

成公约，学生有了规则意识。但有

好习惯还不够，学生内在的精神世

界也要成长。因此，我从一年级就

开启了“书香溢班级，润泽启心灵”

系列活动。教室有一个书架，上面

摆满了学生爱看的书。这些书来自

学校图书馆、学生和科任教师，图书

角的书持续更新，有足够的书供学

生选择。

一、二年级学生没有家庭作业，

我就鼓励学生每天进行半小时的课

外阅读。为了带动学生阅读，一年级

开始我就启动了师生共读。每周五

下午是讲故事时间，学生将这一周看

到的精彩故事与大家分享，比一比谁

能把故事讲得生动又有趣，最后评选

出声音洪亮奖、语言生动奖、故事情

节完整奖等。三年级开始，学生不仅

每天阅读，还要边阅读边把好词好句

写下来，三年级下学期到四年级还增

加了简单概括全书内容、写批注等要

求。学生每批注一本书可以通过换

奖状来通关，小奖状分为“硕果初成”

奖、“坚持不懈”奖、“锲而不舍”奖、

“熟读深思”奖等，全部通关可以得到

一本喜欢的书作为奖励。

我认为，读写不分家，应该让学

生学会“两条腿走路”。一年级下学

期，我鼓励学生写日记，从开始写一

句话几乎都是拼音到慢慢会写一点

字，从一句话到一段话甚至 200 多字

的短文，学生的进步让我感受到了文

字的力量。

在培养学生生活和学习习惯方

面，我用了两年时间，这个过程中他们

行为水平和认知水平也在不断变化。

这让我更加明确，教育教学应该尊重

学生发展规律，同时持续不断地坚持，

如此才能帮助学生真正成长。

（作者单位系北京市海淀区苏家

坨中心小学）

以“习惯”陪伴成长
□尚 华

经验之谈

班级导师制：
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充分的支持

改
制
创
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