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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塑造一个优秀的班集体

摘要:班主任只有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实质，才能真正做好班主任工作。一个优秀的班主任，能将班

级的管理抓到实处，培养得力的班委，让学生全员参与班级的常规管理。班主任要勤于管理班级，

让学生体验到爱心、耐心、信心、放心，并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和科学的竞争

方法，努力去塑造一个优秀的班集体。

关键词:素质教育、主导作用、管理抓实处、科学的工作方法、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受教育者身心发展规律，有目的、有计划地培养受教育者如何做人的活动。

德育在教育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班主任是班集体的领导者，班级活动的组织者和策划者、学生

的教育者，在整个班级工作中起着主导作用。所谓：“一个好的将军就能带出一支好的队伍，一个好

的班主任就能带出一个好的班级。”一个班的班风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班主任的工作态度、工

作方法及教育艺术的高低和管理能力的强弱。班主任只有真正理解素质教育的实质，才能搞好班级

的管理工作。下面我就自己在班主任工作中的一些体会，谈一下对班主任工作的理解以及如何塑造

一个优秀的班集体。

一、班级管理抓实处

1、 培养得力的班委

班主任要把建立一个团结、积极向上的班委会当作首要任务,使其成为全班同学信得过、有威信、

有组织能力的坚强核心。这个坚强核心的产生,有一个艰苦、细致的工作过程。一方面,班主任必须充

分了解学生的个性、特长等诸方面情况，对班干部要有一个考察过程。另一方面，要在学生中一开

始就树正气，鼓励和支持先进。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和准备，再通过民主选举，把那些能严格要求

自已、团结同学、有威信、组织能力强的、被选拔出来的同学组成正式班委会。选出的班干部应该

是班集体的中坚和支柱，是学生中的思想作风正派、学习态度端正、办事能力强、责任心强的先进

分子。一个优秀的班集体必然有一群优秀的班干部。我班经过竞选出来的班委是成功的，他们带领

全班同学开展各种活动，如：在辽宁省主题班会竞赛活动中，我班的“学子赤心中华魂”主题班会

获省二等奖，在年级组诗歌朗诵活动中获一等奖，班长王梦由于班级工作突出获“沈阳市优秀学生

干部”称号。同时对班干部要不断地培训，我班在高一时每学期搞一次班干部培训，注意做好思想

工作，教育学生干部学会如何开展工作，及时帮助他们调整工作方法、为他们开展工作创造条件，

使学生干部的工作效率不断提高。例如：一般来说，劳动委员要负责监管所有的卫生工作，因此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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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委员的任务过于艰巨繁重。为此，我将它改革了一下，把原来一个劳动委员的工作，分成由两位

班长、两位生活委员和团支书五名班干部轮流负责。然后我们达成协议：期末考核最后的一位不参

加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由于大家的工作量得到调整，并且监管得法，所以班里的卫生搞得很好，

连续获得流动红旗。 此外，班委会各部的工作要互相渗透，互相促进，如学习委员既要抓学习，又

要看到卫生、两操的好坏对学习造成的影响。

2、让全班学生都参与班级的管理

班委会决不实行“终身制”。我实行面向全体学生，人人有享受竞选的权利。班级的管理也一样，

不能始终是一些人管理，应让全班学生都参与班级的管理。学生全员参与，充分发挥班主任的“主

导作用”和全体学生的“主体作用”，是强化班级管理的最好的形式。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团体成

员以不同的形式参与集体各方面的管理工作对于提高成员的士气、改善心理氛围、密切人际关系、

提高学习工作效率有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为此我在班级管理中实行值周班长制。具体操作是：每

周有五人组成值周小组，其中一人为班长，其余四人为副班长主持整个班级的工作，包括纪律卫生、

两操考勤等，班长主持全面工作，副班长分管某一项工作，一周结束后每一位值周班长写出值周总

结，并将本周的分管工作情况详细汇报，学期终了进行总评，评出最佳值周小组，予以奖励。这样

极大的调动了学生的工作积极性，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更重要的是，学生参与管理的过程就是

自我教育的过程。要求他人作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对别人出现的违纪行为不满意，自然自己也

不能再去做。这样就使得学生从另一种角度，来较充分地认识到了纪律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他们

的纪律意识和合作意识，使团结守纪越来越成为学生的一种自觉行为。

3、加强常规管理。常规管理从以下几方面抓起：

（1）．发扬民主，共建班规。一个班级应有自己的班规。创建班规绝不是班主任的独断包办，应

该发动全班同学全体参与。订了班规就得共同遵守、实施，否则就流于形式了。如我们班有一条“值

日生要尽心尽力为每一位同学做好值日工作”的班规，要求轮到值日的同学必须每时每刻都要给大家

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尽心尽力为同学服务。每次都由值周组长检查，全班同学监督，常抓不懈，

一学期下来，成绩斐然。

（2）．常规管理要作到 “严和细”

严和细要有一定的尺度，绝不可以把学生管死。严要严得有理有据。特别是在德育方面，绝不

能容忍学生在道德品质上犯的一丁点儿错误。如：穿奇装异服、留长发、男女生交往过密等。

（3）．把生活管理与教育结合起来。让住校的每个人都树立“宿舍就是家”的思想意识。在高一时

利用军训成果，趁热打铁，定好协议，养成良好的习惯。每个人都各负其责，尤其是每位寝室长要

更加认真，因为有问题寝室长与值日生一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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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纪律也是班级管理的另一重要方面。因为每个人都在自习中受益，所以坚决杜绝自习课说

话现象。在纪律管理中，如果有违纪现象，班长提出“犯错误的同学要唱歌或背文章”的新措施，

我很赞成，学生也是一群活生生的人，他们也有感情，灵活地选取处理问题的方法，也许会收到意

外的效果。这样一来，既可以教育违纪学生，又可以让学生很好的巩固所学的知识，尤其对于那些

学习劲头稍差的学生更是有很好地促进作用，一举多得。

二、用心去管理班级

作为班主任不但要有良好的文化修养素质，还要有科学的工作方法。实践表明：一个合格的班

主任，应具备“四心”和“四勤” 。

1、爱心。这里所指的爱心，就是热爱班级的学生，这是做好班主任工作的前提。班主任只有把

整个身心扑到学生的管理上，时时处处关心学生，爱护学生，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平等的对待学

生，才能得到学生的拥护和尊敬，才能为管理好一个班级打好基础。担任班主任工作，我关心每一

位学生，如：王梦同学家庭发生了变故，我与她谈心，帮助她度过难关；李俊同学家庭困难，我去

家访，并和班级干部组织全体同学捐款帮助她，她的班服由大家集资，她的各种费用免交，李俊化

感激为动力，学习成绩一路上升；李烁同学受伤住院，我和大家去医院看望等等。

2、耐心。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班主任要有充分的耐心。遇到困难不急躁，不厌其烦地

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好学生的实际问题。班中曾有一位学生，原来成绩在年级前 30名，

进入高三后成绩直线下降，带着这个问题我多次找这位学生谈话，了解到由于上高三后复读学生的

加入使他感到压力很大，竞争更激烈，所以就有了厌学情绪，想出国。为此，我和他多次交流，数

次与他父母沟通，共同配合，终于使她稳定了情绪，把精力重新投入学习上。特别对那些犯错误屡

犯屡改的同学，班主任更要有耐心，给予他们充分的反思时间，促进学生自省，增强其改进的信心

和决心，从而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3、信心。信为万事之本。一位毕业生在给我的来信中说：“考取清华大学，是我存于心底很久

的一个梦想。今天，我之所以能把这个曾被许多人看作不可思议的想法变为现实，固然与自己的执

着和努力有关，但很大程度上，还得感谢老师您对我的鼓励与教诲。高三时，我曾有一段时间因成

绩仍未进入年级前列而变得很迷惘，长久的清华梦，甚至让我不知自己究竟应将自己如何定位、向

什么层次的大学努力，这时您把我归为第二梯队，并说我可以做向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冲刺的候补

队员，是您给了我信心。您不知道那时我是多么兴奋与激动，并再次鼓足了拼搏的勇气。高考时，

第一天的语文和数学我都考得不太理想，心情也很低落。幸运的是，第二天一早，在入考场时，我

遇到了您在考场门口为我们鼓劲，在与您握手的时候，我一下子又获得了力量，并在理科综合考试

中取得了 289分的成绩，在高考总分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报志愿时，很多人都对我估出的 660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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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表示怀疑，这时又是您对我表示信任与支持，同意我报考清华，使我取得了高考的成功。”对优秀

的学生有信心，面对差生做为班主任也一定要有信心，要相信经过内外因结合，差生一定会转化。

如：迟到问题。如果教师对他们给予深深的理解，就会发现他们值得你爱，因为有时他们晚了，为

了集体的荣誉而打车来。但如果因为起来晚造成的，就教育他要早起、吃饭，免得最后一节饿而影

响听课，当学生意识到班主任是真心爱护他、关心他、为他操心时，无论你是耐心的帮助，还是严

肃的批语甚至是必要的斥责，学生都会乐意接受。这就是所谓“亲其师，信其道”。要知道后进生也

是学生，他们也不想成为后进生，所以教师应对他们有信心、相信他们有能力学好。

4、放心。要管好一个班级，只有班主任一人的积极性是不够的。学生的工作，要培养学生骨干

来管理，这样充分发挥班委、团支部的作用，班主任对他们的工作给予适时的指导，放心让他们去

干，学生工作会干得更加细致，更加深入。

班主任还要做到“四勤” 即：

（1）．脑勤。要求班主任在脑子里经常装着学生的情况，装着每个学生的特点，要勤于思考、想

点子、出对策，以科学的方法管理班级。另一方面，作为班主任我订阅了《班主任》杂志，并经常

查阅一些班主任工作资料，吸收先进的教育思想，紧跟时代。

（2）．手勤。与“脑勤”相辅相成，要求班主任做好班级日志，将心得体会写出来，并及时归纳

总结，不断提高自己的认识。

（3）．腿勤。要求班主任除经常参加学生的各项活动外，还要勤于下班级，勤开联系会，勤沟通

任课教师的思想。这样才能调节各科关系，以便因材施教，避免盲目性。

（4）．嘴勤。班主任教育学生学好文化课的同时，还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理想教育、

法制教育、纪律教育等。此外，还要经常找学生谈话，个别疏导。同时利用每周的教育谈话总结一

周的工作情况，肯定成绩的同时，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指导和解决。

三、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中学生的学习生活有很多时间是在学校里度过的。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对提高学生的德育素

质起很大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班主任从接手一个班级开始，就要尽力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氛

围，班主任要建设好一个班级，就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动员他们全面参与学习。我的做法是：

1、加强学习的目的性教育。学习是为自己学，而不是为父母，更不是为老师学。所以当接收新

班级时我就从正面加以引导，让学生心中牢固竖立“我想学，我要学”的主动参与意识。要想在高

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战胜竞争对手，靠的是实力。狭路相逢勇者胜，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恒

者胜。所以，我鼓励学生主动学习，有恒心、有毅力、不怕艰苦。

2、定目标。这里的定目标含义有二：一是班级目标；二是个人目标。目标的制定要从本班、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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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实际情况出发。通过誓师大会，定好目标，力争超越。班主任教育学生端正自己的学习态度、

并从思想上认识到抓好当前学习的重要性，引导学生加强学习，使优秀生成为年级带头人，中等生

步入优秀生行列，差生进入中等生行列。

3、抓两头、促中间。“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班内前几名的学生作为重点抓的对象，为他

们定下目标，保证学习环境，使他们在班内同学中脱颖而出，为其他同学树立好的榜样，象耿屹楠、

江宁川、周礼婷获全国生物竞赛辽宁省赛区一等奖，李熙晨、胡澍获全国物理竞赛辽宁省赛区一等

奖，王梦获全国中学生英语能力竞赛国家特等奖，这些学生就是火车的车头。针对成绩差一点的同

学也不能放手不管，也要根据具体实际，指导他们定下目标，这是他们学习的动力。中间同学比较

复杂，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不努力，成绩会下降；成绩差一点儿的同学，通过自己的努力，成绩会上

升。因此，需要认真分析他们的情况，切忌整体划一。抓中间是班级成绩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中

间的同学班主任老师应该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给他们以鼓励，让他们在思想上重视起来，通过与

好的同学比较，找出问题，找出差距，总结经验。个别同学在不能正确找出自己存在的问题原因时，

班主任老师应做好指导工作，帮助这些同学分析他们在考试中还存在那些不足，那些缺陷，应该如

何解决，及时的给予他们指导，为他们下一步的学习制定好计划、打好基础。此外，大力弘扬每次

考试中进步快的同学，让他们做学法交流，并予以奖励，其目的也在通过此方法促进学生学习。通

过抓两头、促中间使我班在学校的“希望之星”中竞赛多次获得优胜班级。

4、培养学生竞争意识和竞争心理。当今的时代，是充满竞争的时代，在竞争中求发展，在竞争

中求生存。所以，我把竞争机制引到班级管理中，使班集体充满团结进取、勤奋钻研的“气”。高一

新生刚到校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军训。我抓住这个契机，动员学生说：“这是我们班第一次公开亮相，

我们是闪亮登场？还是平庸露面呢？”学生们异口同声的选择了前者。我接着说：“选择是很容易的，

要做到就要付出努力。”于是军训中学生们不怕苦和累，一个一个动作练，终于夺得军训的好成绩。

接着校运会我班夺得精神文明奖，期中考试多科成绩名列年级之首，这一个个胜利，使学生尝到了

拼搏竞争的乐趣，感觉到自己是这样一个集体中的成员的光荣。但竞争也不能蛮干，要讲究策略和

方法。运动会，我班运动员少，运动成绩不好，我们就多投稿，搞好入场式，夺精神文明奖；大型

运动会拿不到名次，就练单项运动，夺篮球、冬季长跑等单项奖；体育上不出类拔萃，就在智育上

狠抓苦干，各科成绩名列年级前茅。班集体的种种做法，也使学生学会了如何参与竞争。正是由于

“竞争”，我们的集体在前进，多次被评为校优秀班级，又被评为市级优秀班级，团结进取、勤奋钻

研成为我班的优良班风和学风。

用心去管理，将班级管理抓到实处，努力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通过各种优秀的方法提

高学生的素质，是我在几年的班主任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我想正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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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默默劳作才塑造了一个优秀的班集体。也可能这些做法还不成熟，但我决心在以后的工作上继续

学习、为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最后用我们班的班训与大家共勉：纵有泥泞中的跋涉、绝

无风雨中的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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