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班级是教学的基本单元，也是学生品德养成、人
格形成以及素质能力培养的主要平台。而班级文化是班级内

部具有一定特色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也是一个

班级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的集中体现，更是班级的灵魂所在。
因此，班主任要重视班级文化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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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心开始，打造学生之家

班级管理的理念与方针是要让学生快乐， 让学生在快乐

中学习，如果学生无法体会到学习的乐趣，那么知识便无法进

入学生的内心。班级是不用“管理”的，而是教师用以身作则的

方式去感染学生，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久而久之，学生就会

认为这种行为是合理的。 教导学生的方式是让他们真心认同

教师，而认同感的产生必须要靠教师树立身教典范，这样学生

才会心服口服。
我任教的学校地处西部， 大部分学生的家庭背景比较普

通。 我在和学生聊天时得知，大部分学生家里都是水泥地板，
冰冰冷冷的，许多学生从未体验过踩在木地板上的感觉，于是

我决定为学生打造一个像家一样的温馨教室。 我利用园游会

大家所赚得的钱， 买了鞋柜与拖鞋， 让学生可以脱掉鞋子上

课，这样的做法获得了学生的认同，让学生更喜欢这个共同的

家。很多同学都这样反映：“把外面那双布鞋脱掉，觉得整个身

心都放松了。”班级布置是温馨的，进教室换穿拖鞋，可以让学

生心情放松， 也让教室变得更有家的感觉。 如果教师要讲故

事，班级也有一个讲故事区，学生可以在里面听故事。 教室布

置应以学生的感受为出发点，以温馨实用为主，美观反而是其

次的，要让学生觉得教室像一个家，而不是一个有肃杀之气的

场所。
二、创新班级管理是班级文化营造的前提

创新班级管理的首要基础是带好一个班级， 以关注学生

的心灵启发为开端。一个创新的教学氛围必须由教师营造，学

生无法预测教师上课的内容， 每天会期待教师设计不一样的

活动，这就是创新教学的魅力。 虽然教学活动十分活泼有趣，
但是班级管理必须先做好，班级管理做得好，大家自然而然就

能在快乐的学习气氛中，享受学习的乐趣。
身为一位教师，如何让学生能够体会教师的教学用心，愿

意接受教师的指正与处罚，要看教师的技巧，必须从学生的角

度出发。对于如何处罚，利用爬格子的制度分级成婴儿区与大

人区，当学生犯错，就向下扣分至婴儿区。如果有人扣到零分，
教师可以减少他观看影片的次数。

教师要让学生明白，读书不是为了教师，而是为了自己，
是自己真心想去读。 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后会更珍惜自己上课

的时间。 班级常规、班级环境、班级人际互动和班级教学等四

个部分互为因果，也都很重要，彼此环环相扣，一个好的班级

管理每个环节都会注重。 在讲道理的时候教师不妨采用讲故

事的方式，因为学生对故事的接受度较高，通过故事来教育学

生比生硬地讲道理要好很多。
三、以班刊和戏剧活动丰富班级文化

创新班级管理活动的执行是以推动阅读为出发点， 让学

生在阅读完课外书籍后写下心得并分享，再集结成册。由于班

级学生阅读书籍的能力不一， 因此在推动阅读活动时难免会

遇到阻力，这时可以采取“个别差异，不同标准”的做法来推动

班级阅读活动。对于程度不同的学生因材施教，给予不同程度

的书籍，让每个学生都能在阅读中获得成就感，学有余力的学

生也能够读更难的书籍，进而爱上阅读。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

小组，组内成员按阅读能力的强弱编序。 两年下来，学生的阅

读能力进步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也都能获得成就感，大家的

能力都提升了。
以阅读作为最基础的架构， 然后再衍生到其他的教学方

式。 学生养成阅读习惯后，开始让学生写下阅读心得，创办自

己的班级刊物，打字、文字编辑、美术编辑等，都由学生一手包

办，每两个礼拜发行一次。学生的参与热情相当高，纷纷投稿，
从而也带动了阅读活动向纵深发展。 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

行话剧表演，例如我指导三届学生表演《老人与海》《木马屠城

记》《西游记》等话剧，还曾经参加校外比赛，也获得不错的成

绩。这也是以阅读为基础，再衍生到戏剧的教学方式，可见，班

级管理活动可以创新多变。以阅读为基础，再推展到班刊与戏

剧等活动，彼此互有联系，让教学不再局限于课堂上，使学生

真正运用到阅读所学的东西。
教师班级管理创新的初衷是为了帮学生留下回忆， 这种

发自内心的以学生为本的精神， 希望能为学生留下更多值得

回忆的东西的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语文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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