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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相当多的老师一听要当班主任就唯恐避之不及，因为大家都一致认为做班主任真累，很多班主任在工作过程中都疲于奔命，但教
育教学效果并不好。然而我认为，如果一个老师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没有做过班主任工作的经历，也会是一种遗憾和缺失吧！因为只有班
主任才能够与学生进行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只有班主任才能体会到那种与学生相互成长、相互成就的快乐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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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我发现，要想做一个轻松的班主任，班级

建设是关键，而班级建设中 关键则为建立团体意识。一个班级就像一个

家庭，如果班级中的每一个同学都有团体意识，班级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像

主人一样看着班级中的事、想和班级中的人，那么这个大家庭中的每一个

人都会成为班级中的一份力量，如果她们都朝着一个方向前进。整个团体

的力量就显而易见了，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在这个良性的团体中受益，

都会在团体的积极的力量的推动下，整体向良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在班级

建设中，其关键的因素在学生，而学生在班级中参与度往往是不同的，总

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主动投入型、被动投入型和旁观者型。 

1 主动投入型。 
这类学生一般占据班级学生的 10%—15%，他们就像家庭中的“主人”

一样，会把班级当成是自己的家庭，主动关注班级的方方面面、大大小

小的事情：比如班级成员的学习状态是否良好；卫生是否有人做、卫生

的死角是否干净、窗台是否干净整洁、毛巾是否叠放整齐、卫生角是否整

洁；是否有人破坏了班级的学习环境；同学之间是否有矛盾、同学的心理

状况如何；老师是否有遗漏的问题等，他们都能及时的替大家完成或者提

醒老师来完成。这部分学生在班级组建的一开始，就很快被老师发现，并

且很快成为老师的得力的帮手，一般情况下会被老师确定为班委会成员，

慢慢的其他同学都接受了这位“主人”的奉献与安排，大家也都认同了这

个同学作为班长或者其他班委会成员的事实，无论后期选多少次班长，基

本上都是这几个人。而这部分同学看起来在为班级付出了很多，做了很多

本不该她们完成的事，那么她们到底收获了什么呢？其实这种收获一般是

看不见的巨大的收益，首先这些同学得到了老师的优先关注，老师的高度

关注会极大的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同时老师将更多的事情交于他们去完成

可以帮助他们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使他们有机会得到方方面面的快速的成

长。慢慢的这部分学生会成为学生的代表，他们的学习能力、社会适应能

力、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都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这部分学生将来

走出社会将会更好的适应各种生活环境，并且极大可能会成为领导者。 

2 被动投入型。 
这部分学生一般占班级学生的 70%左右，他们也认同自己就是这个家

里的一员，但是他们还是个孩子，不需要为这“家”负责任。所以他们大

多数都是“乖宝宝”。虽然她们没有主人的意识，但是只要是老师安排的

任务都能够认真积极的按照要求去做，他们大多都能跟同学融洽相处，并

且一般都很尊重老师。但是这部分学生往往在班级中太过大众，不能被老

师关注到，普遍埋没在茫茫人海中。也由于不被老师关注到，这部分学生

很难形成高自尊，高自信的个性特质，她们的这种独立意识的欠缺会导致

行为的退缩，他们普遍缺乏表现欲望，缺乏展示自己才能的勇气。而正是

由于这种性格导致本来优秀的品质和特长长时间没有得到表现而被埋没。

他们慢慢的也接受自己成为芸芸众生的大多数；这些学生将来走出社会，

一般也会是很好的劳动者，但是不是很容易出类拔萃，她们大多会跟随大

多数做着自己分内的工作，任劳任怨同时也会碌碌无为。 

作为班主任来说，对于班级这些大多数，其实是需要特别的关注的。

老师需要通过观察、调查、交流等方法，发现每个学生身上发光的地方，

并且能够让有特长的学生的特长有发挥的地方，给予她们适当的任务，

赋予她们适当的责任。比如如果发现有美术特长的学生，就让他负责班

级整体环境的设计和布置；有音乐特长的学生可以让她负责班级的每日

一歌；有舞蹈特长的学生让她负责活动课或者大课间的活动等等。从而

点亮每个学生的生命能量，让她们在各自负责的事情中感受到为班级和

别人付出的快乐，并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同学的认同和老师的赞赏所

带给她们成长的力量，使得她们在积极关注班集体的过程中自信心得到

提升，个性向着更加积极方面发展，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整个人生。 

3 旁观者型， 
这部分学生一般占班级学生 10%----15%，这部分学生没有主动参与

意识，他们好像是这个家庭中的客人，过来转一圈就会走的感觉。他们

冷眼旁观，对班级中的大小事件都采用“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对团体缺乏认同，对老师缺乏基本的尊重。他们往往会组成自己的小团

体，各自为政，力量如果够大就来对抗班委会甚至老师。力量如果不大

的话，他们会采用“搞小动作”、消极抵抗、制造小麻烦来显示自己小团

体的力量，来赢得老师和学生的关注。这部分学生往往都是班级中的学

困生，长时间受到老师和学生的歧视而形成消极的自我防御。但是在反

抗的过程中又不被老师和同学认同，久而久之便形成消极防卫模式。仿

佛外界充满了攻击，她们自己满身是刺，随时准备反击。 

从班级管理的角度来说，这部分学生是班级管理中的难点，但是也

是班主任工作的重点。从多年的班主任工作经验来看，这部分学生往往

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家庭因素在里面，对于我们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

由于很多学生都来自偏僻的山区，有部分学生从小就是留守儿童，她们

从小缺乏父母的关爱、缺乏安全感，普遍性格内向、敏感，生活习惯差、

缺乏自律能力；还有一部分学生属于离异家庭和单亲家庭的学生，从小

不幸成长经历给她们带来不小的心理创伤，她们普遍偏执，敏感、孤单

感强。她们的共同特点是低自尊、低认同、高防御。只要了我们要能够看

到这部分学生的行为背后的原因，从而能够从发展心理的角度解读他们的

行为，解读他们作为旁观者态度的成因。就能够做到对他们的情绪和行为

的理解和接纳。只要我们能够“设身处地”思他们所思，想他们所想的，

那么她们就能够感觉到我们对于她们跟之前的老师的不同，这会让她们放

下防御，体会到来自老师的平等对待，体会到来自老师的尊重和关爱，逐

渐的温暖他们的内心，让他们从反抗逐渐到认同，逐渐融入到集体中来。

同时我们利用良好的团体的力量逐渐的改变他们已有的模式，改善他们的

人际关系，扩大他们的人际圈子，从更多的人的互动中学习更加适应性的

社会模式。而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说。班主任也要特别的关注到这部分学

生，虽然大部分可能是这部分学生让班主任很头疼，但是学生在成长过程

中需要我们老师看到，看到他们的努力和改变的可能性。我们每个教育者

都是学生的引导者，我们肩负着引导学生走向人生更加积极的方面。已经

成长良好的学生反倒不是那么需要我们的教育。我们要用一种空杯的心

态，客观的面对每一个学生，用心体味每个问题学生背后的问题原因。适

当的时候通过家校合作，和家长共同努力，为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尽量提供

可发展的可能性。让这部分适应不良的学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

意识到我们做老师的善意，从而促进他们的改变和成长。 

总之，班主任作为班级管理的核心力量，同时也离不开老师和学生

的共同努力，毕竟在一个班级中，学生才是这个集体的主要力量，我们

要学会将这种力量进行有效的组合。要通过我们的用心和同学的努力，

共同创建一个良好的班级环境，通过环境的力量，促使班级中的每一个

孩子都能受益于环境，在积极的团体力量的带动下，使得每个学生都能

有一定程度的成长。使得每个学生都能在行为和态度上做出适宜的调整

和改变，并在这种成长中逐渐成为良好的团体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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