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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立足于技工院校的特殊性，分析了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应提高对班会课程的重视程度，对

班会课程当前不受重视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对班会课程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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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echnical colle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mportance of class meeting 

courses in student management work, analyzes the reasons why class meeting courses are not currently valued, 

and put forward specific directions for the reform of class meeting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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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是培养技术工人的职业技

术学校，归口于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

门管理，是国家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技工教育属于高中及以上

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

养劳动工人、技术性人才。技工教育阶

段的培养目标相比高中、大专、本科学

校而言，更加倾向于技术掌握、动手能

力培养，直接对接企业。学生年龄阶段

主要为16-22岁之间。整体招生分数要求

较低，生源质量整体不高。因此，技工

院校的学生管理工作，相比于高中、大

专、本科院校难度更大，问题更多。班

会课程，是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提高班级建设水平，加强班级凝

聚力，辅助教学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

综合素质等各方面，都有重要的促进意

义。因此，技工院校在学生管理工作中，

应该加大对班会课程的重视程度。截止

到2020年11月26日，利用中国知网的检

索系统，使用 “夸库”、“全选”查阅含

“班会课”、“技工”为关键词的文章名

称，全网仅查阅到一篇文章，即：刊登

于《中国职协2015年度优秀科研成果获

奖论文集（中册）》蔡汝丹、林进杰、雷

自南联合署名的文章《浅谈团体心理游

戏在技工院校班会课中的运用》。这样的

搜索结果，说明当前全国技工院校在班

会课程的研究方面尚处于空白阶段。班

会课在技工院校的教育教学体系中，地

位较低，还未得到广大技工院校的重视。 

1 当前技工院校班会课，课程

地位较低，未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大致如下 

1.1客观情况 

1.1.1从技工院校学管层面看 

技工院校的学管工作，更多的工作

重心放在制度管理、行为管理层面，看

重活动与各类比赛成绩。常规性的班会

课程，既不出成绩，也不具备宣传亮点。

无论是日常检查还是上级检查，班会课

都只是必查但不重要的项目。因此在工

作内容繁多、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学管

部门只能降低对班会课的要求。 

1.1.2从基层班主任层面看 

由于学生生源素质整体不高，学生

自身存在各类小问题，学生年龄不大，

大多正处于青春期（世界卫生组织规定

青春期为10~19岁，当然也是有个体差异

的），虽然不存在升学压力因此在学业管

理上压力较小，但是在制度管理、行为

管理工作上，基层班主任的压力却极大。

班主任日常工作琐碎，待处理问题过多，

时间精力被占用过多，客观上造成无精

力去专心研究准备班会课。 

1.1.3从学生作息安排层面看 

学生课程安排紧凑，从出早操、上

午上课、午休、下午上课，直到晚自

习，每个时间阶段安排都非常紧凑。

学生活动也安排非常丰富。但学生存

在的问题很多，除了固定的每周班会

课时间，很难再挤出时间进行班级事

务的集中处理。因此，班会课也变成

了学生与班主任集中处理班级事务的

一维官方允许时间。 

1.2主观情况 

1.2.1从技工院校学管层面看： 

判断学校班会课程举办是否成功，

只需要准备一些优秀的视频、图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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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比赛获奖情况即可，以上资料只要具

备便可通过上级部门的检查验收。因此，

无需日常过多的经历投入。班级管理只

要正常运转，“不出问题，便是成功”。

因此在此项目投入过多管理资源与管理

精力。 

1.2.2从基层班主任层面看 

上课时间不能停课处理班级各类琐

事，不能过度占用学生休息时间，因此

班会课程是处理班级日常琐事、突发事

件 好的时机。即使充分利用班会课程

时间来集中处理班级事务，此时间也是

大大不够的，因此没必要专门对班会课

程进行特殊备课准备。对于基层班主任

而言，能按照学校要求，保证“不出‘大’

问题，便是成功”。班会课程上得再花样

百出，对班级考核、班主任考核而言，

都好无助益，因此不必投入过多精力。 

1.2.3从学生思想层面看 

学生每日学业压力虽然不大，但安

排紧凑，并无太多自由时间，抵触班主

任额外增加时间进行主题班会。学生并

不希望班主任占用其课余时间处理班级

哪怕与自己相关的琐事，希望以上内容

都在班会课进行完毕即可。并且，学生

对于学校布置的主题班会的很多议题，

大多不感兴趣。由于班会课，在技工院

校确实并未得到重视，但事实上班会课

对学管工作的质量有很重要的影响。因

此，技工院校应努力改变班会课当前不

受重视的情况，对班会课课程加以改革，

从根本上改变现状。 

2 对技工院校班会课课程改革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2.1提高领导及学管部门对班会课

的重视程度 

班会课虽然不出成绩，也并不能从

检查与评比中看出效果。但是由于其对

班级建设潜移默化的长期影响巨大，因

此不可忽视。从技工院校的领导及学生

管理部门的角度，应做到：首先，从思

想上加强对班会课的重视程度；其次，

从条件上创造班会课的机动时间；再次，

从经费上提供支持，并按照课时费标准

进行核算。以上三项中，第二项、第三

项工作尤其重要，其落实的效果，决定

了班会课改革能否落地实施。 

2.2建设完善的班会课课程体系 

班会课，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课程。

应有完整的课程逻辑与体系。应该由学

管部门统一制定班会课的课程标准。由

于班会课主要目的是教育学生遵章守

纪，对学生行为进行管理，引导学生建

立正确的思想观念与价值观并直接作用

于日常学习生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生的社会

适应力等。因此，班会课不应被简单粗

暴地设置成：思想政治课、纪律教育课、

违纪批判课。班会课的形式应该是多样

的，内容更应该广泛覆盖学生的思想、

行为、学习、生活等方方面面。只有这

样，才能充分体现班会课的作用，弥补

学科教育的不足，除了助力与学校管理

与合格毕业生培养外，也为学生未来的

就业、生活打下更坚实的基础。班会课

应从根本上分类为两大主要部分：管理

部分、生活部分。期中，管理部分又应

该氛围：事务处理部分、班级建设部分；

生活部分应主要包括：生活能力部分、

学生素质部分。 

2.2.1事务处理部分：此部分应设置

为机动班会课。根据情况可以设置为每

周1课时以上。内容包括：处理班级日常

事务、紧急事务、突发事件。 

2.2.2班级建设部分：此部分应该设

为必上课程。课程形式可以多样，包括：

活动、理论。一般每周应保证1课时以上。

内容包括：政治学习、文件学习、制度

学习、管理理念、管理理论、文化建设、

行为管理、行为培训、考核检验等。 

2.2.3生活能力部分：此部分应设为

必上课程。课程形式可以多样，包括：

活动、理论。应由学生管理部门统一制

定课程标准。每周应保证2课时，或者每

两周2课时。内容包括：学习能力培养、

安全意识教育、自救能力培养、医学防

疫知识、生理卫生教育、心理卫生教育、

饮食常识、药品常识、网络安全意识、

信息安全防护、职业病防护等。 

2.2.4学生素质部分：此部分应设为

必上课程。课程形式可以多样，包括：

活动、理论。应由学生管理部门统一制

定课程标准。每周应保证2课时，或者每

两周2课时。内容应尽量避免与班级建设

部分重叠，避 政治内容，以学生喜闻

乐见或者感兴趣的事务为主。内容包括：

传统文化、节日文化、社会规则、行为

礼仪、人际交往、企业文化学习、实事

热点掌握、社会现象分析、职场基本能

力培养等。 

2.3加强班会课的课程管理 

班会课课程的有效 展，除了需要

对课程体系进行梳理、重新构建之外，

还需要加强对班会课的管理。班会课管

理，应该参照普通课程的管理进行。系

列文件应当包括：课程标准、授课进度

计划、教案、教学日志、作业（根据情

况，有些类型的内容可以无作业要求）。

学期结束，可以用访谈、座谈会等形式

向学生进行调查，以便对后续课程进行

调整。班会课可以进行查课制度。机动

课上课需要提前上报学生管理部门进行

备案，以便学生管理部门安排检查。班

会课的检查结果，可纳入班级考核、班

主任考核，并直接体现于班主任津贴的

发放上。班会课管理必然会加大学管管

理人员的工作量，应该以系数为标准，

将此项工作做入津贴，加入负责人的工

作津贴中。 

总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当前技工

院校班会课存在的问题，导致的原因，

结合技工院校学生管理的实际，对班会

课进行完整的课程体系改革与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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