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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班主任班主任
做 班 主 任 的 引 路 人

10版
2018年2月7日

武汉市江夏区举行中小

学班主任育人技能大赛

时下的班级生态，大多立足于“矫正”学生的
潜意识立场。这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班级管理，
但也引发了不小的挑战。

如何从学生的心理需要出发，还原教育的“服
务”本质，探寻教育“应该”服务的内容，进而打造
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苏州大学附属中学班主任
梅洪建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本报讯（通讯员 徐强） 问题学

生如何转化？家长诉求如何回应？

考前焦虑如何疏导……1 月 31 日，湖

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举行了中小学首

届班主任育人技能大赛，全区1200余

名班主任和德育干部参加了比赛，43

名优秀班主任代表通过现场比赛的

形式，展现了自己的班级管理智慧。

“我用4个关键词来介绍自己：来

自安徽，嫁在湖北，‘90 后’辣妈，‘三

心’（爱心、耐心、责任心）做人。”刚满

28 岁的杨桐小学班主任尹小燕说，

“虽然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全校学生

不足160人的村小，但我相信，只要做

到这‘三心’，不管身在哪所学校，都

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我的教育理念是：永远用欣赏

的眼光看待学生，永远用宽容的心态

对待学生。”来自该区最偏远的湖泗

中学54岁教师饶才彦，是本场决赛年

龄最大的班主任。

“我喜欢和学生在春天一起走进

油菜地赏花”，饶才彦指着和学生在

一片金黄油菜花中的合影自豪地说：

“我们班的口号是：努力了，奋斗了，

我们就无怨无悔！”

来自五里界中学的班主任李娇

龙曾经是该区实验高中的学生会主

席，担任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志愿

者，2017年放弃公务员工作回到江夏

区做了教师。

“前几天，我在为比赛穿什么样

的衣服费尽心思，学生跟我要了一件

白衬衣，过了一天，他们很兴奋地还

给了我。我一看，天啊，学生在白衬

衣上写满了字。”李娇龙很惊讶，原

来，全班学生都在白衬衣上签下了他

们的名字和加油之类的寄语。学生

笑着说：“老师，穿上这件‘战袍’去比

赛吧，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 担 任 班 主 任 以 来 ，他 从 早 到

晚都陪着学生，不敢有所松懈，可

有些学生不理解，认为老师跟得太

紧，甚至有学生对老师产生了抵触

情绪。假如你是这名班主任，该如

何做呢？”

面对这样随机抽选的情境答辩

题，曾在海外留学的硕士研究生、土

地堂中学班主任李杏坦然地说：“刚

开始当班主任时，我也经常这样做，

生怕有学生发生意外。但学习了许

多班主任的经验后发现，学生需要成

长的空间，教师同样也需要成长的空

间。于是，我尝试把班级事务有意识

地放手让学生做，尽可能地培养他们

的自主能力。”

为了让本场赛事中的情境答辩

题更“接地气”，江夏区德育中心和德

育名师工作室相关负责人在赛前专

门收集班级管理中的常见问题，精心

设计为专项大赛考题，引导班主任通

过反思、研讨、赛学等方式，关注热

点，思考难点，应对焦点，在提高自身

业务素质的同时，带领同班教师、学

生及家长共同成长。

据悉，江夏区中小学首届班主任

育人技能大赛是区教育局在班主任

职评晋级、评优评先等制度倾斜举措

外，对班主任专业化发展方面采取的

又一大措施。江夏区教育局将对此

次活动成绩优异者给予表彰通报、优

先培训等各种奖励。

□梅洪建

不可否认，班级管理团队建设

的路，我们走过很长；也不可否认，

这条路我们走得并不理想。正如四

川成都石室中学班主任梁岗所言：

“班级管理团队的结构状态，折射的

其实是班级结构的基本形态。”因为

我们在研究班级管理团队建设时，

总是从管理者出发，从管理者组合

形式的变化出发，极少触及班级结

构的变革。

我认为，这正是造成当下教育

困境的原因之一，也由此坚定了自

己的一个基本判断——班级管理团

队建设的创新与突围，必须与班级

结构变革相关联。

学生需要被管理？

总览现行班级结构，比较典型

的有两种：三角形结构和梯形结构。

三角形结构是由班主任、班长

（正、副班长）、委员（学习委员、纪律

委员等）、科代表和“普罗大众”组

成，从顶点到底边构成的时下最典

型的班级结构。这种结构是以管理

意识为基本架构的班级生态。

梯形结构是解放班主任，将更

多的自主权还给学生，所形成的班

级执行委员会、班级法院、班级议事

委员会等平行独立又互相补充的结

构。设计这种结构，初衷是给学生

更多的自主管理权，全方位培养学

生的自主管理能力。

与这两种班级结构相对应，就

出现了不同的班集体管理团队。例

如教师管理团队，有以班主任为核

心、科任教师配合的管理委员会；例

如学生管理团队，有以班干部为主

要力量的传统管理模式，有具有创

造性的班级议事委员会，等等。当

然，也出现了其他如家长和社会力

量参与的管理团队等。

细细品味，我们会发现许多管

理团队背后隐含着一种强烈的意

识：学生需要被管理。教师、学生干

部、家长等站在管理一方，而被管理

的学生则站在另一方。这种意识背

后潜藏的思维是：总有学生会在人

生的水平线上走偏，需要教师、学生

干部、家长等进行纠偏。

这或许就是各种班级管理技

巧、妙招等教育书籍畅销的原因之

一。如果我们走进教育类图书市

场，会发现这类书籍满目皆是。我

们很少想过，既然此类书籍满目皆

是，为何我们的班级管理效果仍不

理想，甚至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更

直接地说，为什么我们的方法研究

得越多，出现的问题似乎也越多呢？

如果我们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

就会发现，有一种近乎根深蒂固的行

为目的在作怪：恢复原状。所有管理

团队的管理行为，就是要把学生从偏

差恢复到原本应有的人生水平线

上。所以，当学生问题不止时，解决

问题方法的研究就不止，班级管理团

队的研究与创新自然也就不止。这

是一种以问题发生为起点的顺向思

维。或者更直接地说，所有管理团队

建设的目的几乎都是为了解决已经

浮在面上的问题，例如学生迟到了怎

么办，学生恋爱了怎么办，等等。我

想，这或许就是我们研究不断而问题

也不断的根源所在。

在经济产业分类当中，教育属

于第三产业——服务业。在教育这

种特殊的服务业中，服务对象就是

学生。百度百科对“服务”一词的解

释 是“ 为 别 人 做 事 ，满 足 别 人 需

要”。根据这个解释，再回头看现行

班级结构与班级管理团队形态，实

质上是违背了“服务”的本质。因为

教师的管理不是在满足学生的需

要，而是在可能出现的某种问题或

已经出现某种问题基础上的矫正。

它违背了教育的“服务”本质，自然

也就违背了“教育”这一服务业应有

的“服务”本质。

或许可以倒推：就是因为有了

这种违背，才有各种班集体管理团

队的存在，也才有了现行的三角形

或梯形班级结构。倘若我们还原了

教育的服务本质，许多教育的现实

困境或许就有了突围的路径。

“需要”与“应该”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还原

教育的“服务”本质。我们首先应该

思考，教育要满足学生的什么需要？

学生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学生。

所以，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

由低级到高级，依次为生理需要、安

全需要、爱与归属需要、受尊重需要

和自我实现需要。诚然，近年来不少

专家对该理论提出了质疑，因为有些

层次之间的界线没那么明显。

有专家将之整合为4个层次，分

别为生理需要、归属需要、影响力需

要和自我实现需要。因为安全最重

要的是心理安全，心理安全最核心的

便是归属需要，而爱的需要就是能从

别人那里感受到爱，自然也是归属。

此种整合，我认为较为妥当。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哥拉

斯曾说：“我们都被潜伏于基因中的4

种心理需要所驱动，它们是：归属的

需要、力量的需要、自由的需要和快

乐的需要。”哥拉斯接着说：“我们之

所以痛苦，原因就是我们无法找到怎

样才能满足这些需要的办法。如果

这种痛苦持续不断，几乎可以肯定地

说，学生很快就会离开学校。”

力量的需要和影响力的需要，其

实就是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位置，是

别人对自己的认同感，这正是基础教

育阶段孩子们的内心“需要”。

教育的服务，应该指向孩子的这

两点需要来进行，这也就是教育工作

者“应该”做的事情。美国管理学大

师彼得·德鲁克说：“正确地做事是以

做正确的事为前提的，如果没有这个

前提，正确地做事将毫无意义。”教育

也是一样，找到“该做”的事情，比去

做事情本身要重要得多。

很遗憾的是，时下班级结构和

管理团队潜在的意念是要求孩子怎

么做，或者孩子出了问题管理团队

做什么，而不是指向孩子的心理

需要。

试想，如果孩子们在一间有归

属感的教室里，他们可以安放灵魂，

如家甚至胜却家庭的温暖，他们会

不珍惜这样的场所吗？可是，三角

形结构和梯形结构的生态里，我们

很难看到为孩子的这点心理需要所

做的努力。以梯形结构下的班级法

院为例，它可以培养孩子的民主意

识、社会体验感，可是如果某个学生

处于这个“法院”被审判的位置，他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此刻，如果设

身处地地为孩子想想，你还会因管

理团队的创意而沾沾自喜吗？

试想，如果一间教室里，每个孩

子都感觉自己有存在感，有影响力，

感觉自己很有价值，感觉到自己在

别人心中有位置，他会不珍惜自己

的价值吗？他会不因为别人的尊重

而获得向上的力量吗？他会产生各

种心理疾病吗？

以时下教育挑战度最大的问题

之一——心理问题为例，它产生的重

要原因就在于个体感受不到自己在

别人心目中的位置。如果他能感受

到来自家庭、同学、老师赞许的目光，

感受到在自己所处的环境里非常重

要，他会那么容易产生心理疾病吗？

何不变革班级生态结构，满足孩

子的归属需要和影响力需要呢？

没有被遗忘的“角落”

如何满足学生的归属需要和影

响力需要，我想结合自己4年的实践

谈一谈。

我打破了三角形结构和梯形结

构，构建了自己认为可以满足学生归

属需要和影响力需要的新生态，也是

班级管理团队的新结构（见下方表格）。

以表格中的“三”为例。从横向

看，他是班上英语总分第三名，而从

纵向看，他则是第二小组的英语第

一名，这个学生就担任这个小组的

英语科代表。这个科代表不是简单

地收作业、发作业和传递英语教师

的话，而是在负责这些工作的同时，

负责本组英语学习计划制订、计划

执行、学习资料购买、学习任务分

工、课堂笔记整理、错题集梳理，甚

至负责小组测验的命题等工作。同

理，该小组其他学生也具有这样的

特征，也都担任着小组科代表角

色。你可以发现，这个表格中每个

学生都扮演着科代表的角色。

当然，这种角色的给予并不等

于传统班级结构中的“人人有事

做”，它具有两大优势。第一，每个

学生在班级群体情境中扮演不同的

角色，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第二，

每个学生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

色，这个“非常重要”会让每个孩子

都有存在感，都感觉到被重视。如

果每个学生都感觉到自己的重要

性，都能感觉到自身的存在价值，那

么就会昂起头来做事、做人。这样

一种分组方式，可以满足每个孩子

影响力的需要。

人人都扮演不同的角色，这样

就消除了“三角形”或“梯形”班级生

态先天不平等的弊端，重构了班级

结构生态。

伴随这种班级生态出现的便是

一种全新的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

并且具备了这种学生管理团队新结

构的第一个特征——互赖性。

从学生个体来说，每个人既是

管理者，也是被管理者；每个人是团

队的，又是个体的。例如主学英语

学科时，小组所有成员的分工都由

英语科代表负责，英语科代表就是

最大的管理者；但在主学数学时，最

大的管理者就是数学科代表，此刻

英语科代表和其他科代表都是被管

理者。这样就形成了凝聚力极强的

团队，这种互赖的学生团队，改变了

时下管理的一维性，形成了全新的

网状管理团队。

这种互赖的结构，除了都是科

代表外，还有一种结构性互赖。仍

以“三”为例，他是这个小组英语第

一名，同样其他学生也分别有自己

的“第一名”。每个人都有自己长处

的同时，也有自己的不足。这种先

天性的结构性互补，使得每个学生

必须相互帮助才能共同进步。如果

某个学生自私不去帮助别人，自然

别人也不会帮助他，就会形成恶性

循环，而相互的帮助就会共同提

高。这就形成了这种学生管理团队

新生态的第二特征——自发性。每

个学生只有自发地承担属于自己的

责任，才会共同发展。每个学生就

都会自发地帮助他人，每个学生都

有人来帮助他，能感受到来自团队

的温暖，自然就满足了他们的归属

需要。

正如我班小婷同学，数学成绩

年级倒数第一，自然成绩也是班级

倒数第一，在连续3次倒数第一之后

她写下这样一段话——

虽然没考好，但我觉得挺幸福

的。刚知道成绩时我很伤心，那时许

多人来安慰我。“这一次没考好没关

系，还有下次，大家一起努力”“我们

是一个集体，大家一起，就没有不会

做的题目”……许多人都来关心我。

他们把每道错题的解题思路都帮我

写出来，我真的觉得好幸福。我不担

心考不好，因为分数不好可以有人帮

我；但我担心失去班级，因为失去了

就不会有这么好的集体了。

学生如此悉心的帮助，是他们

自发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带来的就

是小婷的归属感。在这样一种班级

结构中，再也不会存在被遗忘的“角

落”，每个学生都会有家一般的归

属感。

当然，凝聚团队内部关系和提

升整体归属感，还需要评价跟随、文

化牵引等系列配套措施。

总之，在班级结构变革的基础

上，以满足学生归属感和影响力为

旨归，就构建起了学生管理团队的

新结构。这个团队是分散的、个体

的影响力，也是凝聚的、集体的归属

感。正如诗人顾城所写：“草在结它

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

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于是，我一直践行着班主任“站

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的诗意教育。

（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附属中学）

科目

组别

数学

英语

语文

其他1

其他2

其他3

备注

第一组

1

2

3

4

5

6

数字是某次大型考试成绩排名（此表分6个小组，故取前6名。比如“数学”一行的1-6即为数

学学科的第一至第六名，英语、语文等同理)。若排名重复（比如有学生“数学”“英语”均为第一

名），则顺位填补。

第二组

2

三

4

5

6

1

第三组

3

4

5

6

1

2

第四组

4

5

6

1

2

3

第五组

5

6

1

2

3

4

第六组

6

1

2

3

4

5

班级管理团队新结构表

打造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打造学生管理团队新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