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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职班主任借助“班级币”这一代币制手段,基于全人教育的理念,严格执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通过

集体层面、学习技能、师生点赞、发放仪式、礼品代换、任务认领等六个角度强化,使学生全方位重新认识自己,树立自信。

“班级币”管理模式,改变了学生的认知模式,激发了学生对自己负责的自发性,并且与社会融通具有很现实的社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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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生是一群处在传统教育模式边缘地带的人群,在

单一的评价模式中,被否定、被失望的次数相对较多,学生缺

乏自信的现象较常见。职高单一的去强调学生某一方面的特

长,虽然也有可能树立学生的自信,但是这种自信有可能是

偏执狭隘的。 

中职学生在长期的应试教育中习惯了成绩评价,潜意

识里分数就是品质。这是一个错误的观点,应该给中职学生

树立一个“全人教育的理念”,把学生培养成为有道德、有

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而全人不仅仅只有成

绩。蔡元培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

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的责

任。”作为中职学生的班主任,需要全方面去激发学生的潜

能,提升自信,帮助学生成为一个对自己自信、乐观积极、

对社会负责的人。 

班主任是中职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实施者和直接组织

者,提升和培植中职学生的自信是班主任工作的一个重点。

但是中职班主任德育工作繁复杂乱,首先切入点众多,比如

技能、文化成绩、心理状态、个人品质等等；其次,中职学

生的层次众多、且彼此之间的差距较大；其三,中职学生个

性差异较大。切入点多,其实也意味着提升学生自信的角度

多、路径多。集体多层次、个人多差异,决定着刺激学生的

评价不能一刀切,需要多角度渗透,多方面刺激。 

但是班级评价又不能实行多重标准,所以要有一种凭借

即能肯定学生的各种优秀表现,同时又能彼此比较、综合考

量。在班主任工作中,发行流通“班级币”,很好的解决了这

个问题,并有效的刺激学生对自己能力的肯定,提升学生应

有的自信。 

1 “班级币”的内涵以及刺激原理 

“班级币”是一种限于班级内流通的纸币,可以分成一

元、五元、十元等,用于对学生各方面、各类型的奖励。学

生可以通过努力学习、积极参加活动、为班级赢得荣誉、获

得别人肯定等方式获得班级币,所以班级币奖励的范围涵盖

学生校园生活乃至校外生活的很多层面。学生可以从多个途

径去取得班级币。班级币在学生之间可以自由流通,通过有

条件有控制转借贷等方式,利用同伴教育、自我教育等方式

方法树立学生自信。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班级币”是一种代币制,又称标记

奖酬法(token economy),是用象征钱币、奖状、奖品等标记

物为奖励手段来强化良好行为的一种行为治疗方法。运用代

币的目标就是增加被管制者期望的行为,期望行为就是目标

行为,也即是准社会行为。 

“班级币”的代币特点,为班主任肯定奖励学生打下基础,

就相当于一份份随时随地可以分发的“刺激”。这个物质基础

的存在,使得班主任对学生的肯定、激励、表扬,有原来的口

头形式转化成为可见、可用、可感的形式。“班级币”设立层

面的多向性,使得学生有机会利用自己细微的变化获得肯定,

从而积少成多,从量变达到质变,使得学生自信养成成为一个

有坡度的过程,一个从零散随意到整体夯实的过程。 

借助“班级币”培植学生自信,重塑学生品德的过程中,

从心理学的角度发现“强化”显得非常重要,结合“全人教

育”的理念,强化的方式和强化的角度必须多方面,从而肯定

每人的价值和意义,使得整个班级自信而积极。 

为了更好地体现班级币“强化”这一特点,在具体的操

作过程应该合理利用“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该理论

强调“刺激引起的行为改变”,并且“操作条件反射与自愿

行为有关”。根据这个理论利用班级币多重刺激,引导学生自

愿改变自己、激发自己、成全自己。 

2 “班级币”的多种“强化” 

班级币的刺激强化过程,应该结合班级从集体到个人,

从学习到生活,从老师到学生各条线制造强化。 

(1)“集体层面”正强化,个人价值树立个人自信 

学生个人自信,首先来自对集体、对社会的认同感,一

个人感到对集体的意义越大,他的自信就来的越强大。所

以在“班级币”刺激的过程中,首先要刺激到学生对集体

的意义。其次,中职学生很大一部分在曾经的学习过程中,

对集体而言缺少存在感,甚至被认为是集体的拖累。所以

从集体层面,肯定学生个人的价值,对学生个人信心的树

立非常重要。 

集体项目涉及范围广、层面细,像五项竞赛涉及到寝室

卫生、出勤迟到等,如此细小的评价角度为学生树立自信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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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了更广泛的途径。比如利用学校五项竞赛周评比的成绩,

对班级同学进行集体班级币奖励：一等奖每人奖励 5 元,二

等奖每人奖励 4元,以此类推。 

通过集体荣誉获得的班级币,使得学生清楚自己的一言

一行对班级的重要意义,对其余同学的深刻影响,规范自己

言行,获得集体荣誉感,并从中获得自己在班级中意义和存

在价值,培植学生的自信心。 

(2)“学习技能”正强化,传统途径重树个人自信 

对于成绩和技能,经过义务教育阶段的熏陶,始终是学

生心中的一个很难被抛弃的评价杠杆。“学习技能”在不能

完全废除的情况下,那只能延续,但是可以引导学生看待成

绩的角度和意义,从而激发自己对成绩新的理解,进而通过

成绩的获得重新树立起个人信心。 

2.1 比学习成绩 

纵向比。登记学生的每一次测试,当前成绩跟前一次成

绩比,根据进步名次进行排名奖励班级币；连续三次进步的,

再追加奖励班级币。纵向比,在动态的提升过程中,让学生意

识到通过努力,同样可以获得好成绩。 

横向比。单科成绩进行排名,前十进行奖励班级币,超过

平行班级加倍奖励班级币；进步名次进行横向比较,进步幅

度大的名次的同学,也给予班级币奖励。在灵活合理的横向

比较中,学生能够看到自己优于别人的地方,自信也会逐渐

而来。 

在成绩获取当中,既注重肯定学生自己的进步和成绩,

同时又肯定勤奋获得好成绩的学生,起到极好的引导作用。

使得学生在成绩这方面能够正视成绩、肯定自己、不盲目否

定自己学业,使得自己相信自己可以努力走得更远。 

2.2 重竞赛参与 

职高学生在义务教育阶段很少有竞赛并获奖的经历,所

以职高的学生很少会主动参与技能竞赛,很多同学觉得自己

实力不行,能力有问题,担心自己不能够获奖。自信心严重不

足,“班级币”的存在,从鼓励学生参赛入手,引导学生从“不

敢”中走出来,开始敢于“尝试”。 

学生尝试就可以获得“班级币”的肯定,获奖可以获得

更多的班级币奖励,这样激发起一部分学生的热情,并且在

参与过程中,班主任、指导教师尽心指导,使得学生获得更好

的名次,树立学生的自信。一两个学生的成功必然对身边其

他同学起到一个榜样的作用,起到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然后

引导更多的学生敢于尝试、获得成功、树立自信。 

(3)“师生点赞”正强化,他人点评树立个人自信 

他人的评价对于认识自己非常重要,尤其长期有点缺少

存在感的中职学生获得别人的赞美和肯定,更能够重塑学生

的信心。 

3.1 任课教师点赞 

职高学生在课堂基本上比较沉默,或者和老师互动时离

题万里,这些都可以说是学生不够自信的深刻表现。引导任

课教师对学生课堂表现点赞,就可以换取一元班级币。任课

教师的点赞理由可以多种多样,只要正面引导学生即可。通

过教师的点赞,让学生看到自己在老师眼里不一样的自己,

这个自己是勤奋、认真、聪明、主动等等,自信心在教师的

点赞表中也逐步形成。 

3.2 同学互相点赞 

职高学生的圈子相对来说比较狭小,有的不是很阳光积

极。每周开展一次为同学点赞的活动,使得被点赞的同学获

得相应班级币的奖励。点赞的理由也是多种多样,只要积极

向上,都可以获得班主任的同意。通过同伴的教育和肯定,

学生会有更多的成就感,也更能容易树立自己的自信。 

学生、老师彼此之间点赞,将对学生的表扬和肯定具体

化。赞美的具体化使当事人能够看见自己更多的侧面,利于

自我认知,自尊水平提升。 

(4)“发放仪式”正强化,荣誉力量锻造个人自信 

“班级币”发放,一定要注意时机和方式。一般隆重的

仪式感和恰当好处的时间段,能够更好的强化学生的自信。

仪式对于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而言,它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

是交流,同时仪式还具备凝聚群体精神和延续社会传统的功

能。仪式的心理意义主要在于仪式是人类对于自身精神世界

和外在现实社会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焦虑和危机的一种回答,

从而将无序转化为有序。 

对于很少有上台领奖机会的普通职高生来说,获奖的仪

式是他们一直欠缺也是他们一直内心渴望的一种形式,所以

发放班级币采用仪式化的方式,以其隆重的特点,能够更加

多的震撼到学生,使得他们对班级币的认同感更强、对自信

更有意识。 

发放的仪式不仅提升个人的自信,而且也强化了班级的

凝聚力 

(5)“礼品代换”正强化,物质拥有刺激个人自信 

自己通过努力获得相应的荣誉和物质奖励,对个人而言

来说是一种刺激,并以此为荣,通过班级的礼物、荣誉兑换,

强化学生认识这是自己争取来的,引导他们对自己认识。 

在每学期期末的时候,班级币学生进行一个兑换,有两

种可以兑换方式。 

一种是按照班级币总数的排名,从高到低,分配各类

各级别的荣誉称号、奖学金。这一改学生传统观念中成绩

为主的单一评价模式,让学生也能够意识到自己的努力是

有回报的,自己也是一样可以获得荣誉称号。从而增强自

己的信心。 

一种是班级币兑换相应的小礼品。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

获得的班级币,对学生本身而言就有一种成就感,而成就感

很好的提升学生信心。 

(6)“任务自领”正强化,个人追求丰满个人自信。 

当一个人能够自己站出为自己荣誉和自己的成绩,那么

这个人的自信心就开始变得更加丰满了,班级币的奖励过程

中,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环节,来丰满中职学生自信。 

6.1 成绩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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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过程中,只要学生对看到自己的作业本上三次满

分或者连续三次优等或者连续三次进步,就可以申请获得班

级币。一次奖励一元班级币。 

6.2 班级任务 

将班级任务比如大扫除、教室布置、出黑板报等活动,

提前公布在班级群里,要参与的同学申请,完成任务后获得

相信班级币。班级币奖励额度的多少视具体情况而定。 

当学生能够自己主动申请班级币,其实是学生对自己做

出一个很积极的评价。所以需要班级币去刺激的同时还是很

需要寻找到多个切入点让学生自己是申领任务,对自己做出

评价,明确能够积极暗示自己很行。 

3 “班级币”管理的优点 

借助“班级币”对班级进行统筹管理,即顾及到了学生

的不同特质,并从不同层面去塑造了学生的自信心,并可以

九九归一,用币值数量对学生做出一个综合的评价,其优点

主要有一下三个： 

(1)改变学生固有的认知模式 

“班级币”在管理的过程中,即注重中职学生的学习成

绩、专业技能,并且也注重学生的劳动、态度、常规表现等。

这一事件,引导学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重新评估,并且跳出

学习成绩禁锢,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从而去创造更好的自

己,树立强大的自信。 

班级币的施行,从改变学生的认知模式开始,改变学生

的行为, 后落脚于学生自信的树立。 

(2)激发学生自信的自发性 

“班级币”对于学生而言就是一个可以触摸的目标,每

个人都可以获得,而且通过实现制定班级发放条例,让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能够获得,并且获得之后可以代换成相应的荣

誉和物质奖励。 

班级币获得的可能性大,意义大,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

只要通过自己的某些努力就可以获得,就可以取得荣誉,使

他们内心充满主动性。每一次朝着班级币前进的基础上,其

内心是自愿自发的。 

(3)培养学生生活的社会性 

“班级币”的发放按照方式与社会财富的积累基本上一

致,秉承“多劳多得,按劳取酬”和按照贡献大小发放的分配

原则。只要参与集体活动、多努力获得好成绩、为班级多做

贡献,哪怕是默默无闻的值日,只要坚持也能够获得足够多

的班级币,并且取得相应的荣誉。 

这一举措和当下社会的分配方式基本一致,为学生日后

更好的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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