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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F_83_E7_90_86_E5_c38_452682.htm 新世纪对人的基本素

质赋予了新的要求，注入了新的内涵。21世纪的一代新人，

应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做人的基本素质培养：具有健

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尤其是良好的意志品质和健全

的人格，对待生活积极主动，乐观向上，自尊、自信、自律

、自强，有迎接挑战的勇气；具有关爱和尊重他人的意识和

能力；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合作精神和环境意识；等等。

为此，在今年的班级管理工作中，我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健康

的教育原理和适当的教育模式进行了下列尝试： 一、关注自

身的心理健康，提高自身心理健康修养，让健康的心理成为

班级管理工作的基石。 教师职业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职业。教

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直接影响学生的心理健康。教师的乐观

、豁达、宽容、富有同情心等情绪特征对学生的影响极大。

教师心理健康，可以使自卑怯懦的孩子昂起自信的头，使孤

僻多疑的孩子绽开笑脸，使暴躁易怒的孩子拥有平和的心态

⋯⋯相反，教师遇事急躁，学生情绪就不稳定。教师心里不

健康，会把不良情绪带到教室，甚至采取不正当的方式惩罚

学生。鉴于此，关注自身的心理健康成为我今年做好班级工

作的起点，首先，不断要求自己学会解除或缓解高压心态，

不再主要以学生分数论成败；第二，努力培养自己高尚的爱

生情怀，时刻提醒自己要公平、公正地面对全体学生，尊重

学生的人格；第三，学习先进的教育艺术，掌握先进的适合

当代学生特点的教育方法；第四，学会把办公室当作“教师



心理健康成长的工作坊”，经常把遇到的难以解决的问题与

其他同事讨论。一系列心理健康知识的积累使自己的心里有

了与以往不同的管理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我适时地运用这些

理念和方法在班级工作中取的了事半功倍的成效。例如：我

在与学生交往时，就比较注意自己的情绪，每当遇到学生违

纪时，总是提醒自己不要发火，先让学生自己说说原因，继

而问道：“你认为这样做，对吗？你这样做影响了谁？个人

？还是集体？”或是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好好想想，明天

再说。运用这些方法，不仅给了当事的学生一个思想缓冲期

，而且让学生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自我反省，等到时机成

熟，再找当事人谈话，效果是很明显的。 二、营造班级“亲

情”氛围，努力使自己成为班集体的一员 人为心理问题所困

，无异于陷入一座“围城”。“开始，学生有点不良表现，

受到老师批评，此后老师的工作又没跟上，学生受到冷落，

思想开始消沉，表现更加‘不良’， 于是遭遇老师更加严厉

的批评、同学的歧视、家长的训斥以至打骂。此时学生呢，

越发‘逆反’，轻则以恶作剧，重则以‘破坏性’行为发泄

不满，表示抗争。学习成绩每况愈下，从而被视为‘屡教不

改’者。”这是班主任司空见惯的现象，也是班主任教育、

管理工作的重点。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在班里的滋生，我开始

注重进行“亲情”教育，为心理健康教育营造一个宽松而富

有吸引力的班级环境。1、“教师寄语”：“进门来，你是初

一、３班的希望；出门去，你是初一、３班的自豪。”2、利

用新学期开学召开主题班会，精心设计的开场白令学生耳目

一新：“同学们，我是你们的老师，更愿意成为你们的朋友

，过去的一个学期，我们彼此尊重、互相理解、互相支持，



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在此谢谢大家。希望我们继续保持

，共同度过今年的教与学时光。” “过去的一学期，有些同

学表现得很好，有些同学在努力追赶，大家都为集体作了或

大或小的贡献，为此，我们班取得了 ‘校双文明班级’的光

荣称号。（掌声）今天，让我们一切从零开始，共同创造初

一、３班新的辉煌。”一句句诚恳而热情的话语，我和学生

的距离又拉近了。３、抓住学生生病的契机，提升学生的亲

情意识。６月６日，我班学生王某某因出水痘而请假留在家

里休息，于是我就利用班会的时间让在班里的学生写慰问信

，一开始有的学生不愿写，我就引导道：“一个人在生病的

时候，最需要的不是药物上的治疗，而是精神上的慰籍，作

为同学和朋友，我们有必要把自己的关爱奉献给别人。⋯⋯

”在我的引导下，大家都开始写了，就连一开始最不愿意写

的学生杨某某也动笔了，有的学生写完后把信纸叠成纸鹤，

有的叠成小船，有的学生主动要求放学回家时去送，有的学

生当场就说：“我好羡慕王某某，真希望自己也得场病。” 

“亲情”的营造，让学生对班级有了家的感觉，学生也更注

重塑造自己在集体中的形象了。 三、让学生在关爱中找回自

信 “育人为本”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信念。为此，在工作

中，我努力用“师爱”抑制不良，慢慢地将心灵受伤的学生

搀扶到正路上来。 “拉一拉 送一程” 当学生“旧病复发”，

或犯了新的错误时，我先不忙给予批评和警告，就为了防止

学生产生逆反心理。通常我是陪伴学生“走”一程，相处之

中指出发展下去的危险“前景”，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言行

“似有不妥”，帮学生辨别是非，分析利弊，让学生自省、

自悟。 以赞代贬促其发展 一次，刚响过上课铃，我走上讲台



，一个学生发出了一声怪叫，全班皆惊。我见状依旧镇静如

常，和颜悦色：“刚才的叫声很好听！请你给同学们再表演

一次，如何？”该生的脸一红，不再吱声。眼看一场要爆发

的冲突，平静收场了。还有一次，刚响过预备铃，可一些学

生没有意识到已经上课了，还在说说笑笑、吵吵闹闹，整个

班级也没有静下来，而邻近的班级纪律又出奇的好，我不由

有些生气，刚想大声训斥学生，但一看还有几个学生正在读

书，于是我数了数人数，在黑板上写下数字，趁学生一发愣

的机会，我就说：“刚才有这么几个同学在认真读书，我向

他们表示祝贺，也希望其他同学能赶上他们。”于是，纪律

立刻好转，大家都在读书了。 小题大作督促进步 注意寻找“

后进生”身上的闪光点，一要降低“标竿”，二要手持显微

镜。学生刘某，学习成绩极差，平时什么作业也完不成，但

他的纪律很好，也很愿意为班级出力，在一次班级任务系、

放窗帘的布置大家都举手的情况下，我特意点他让他做，接

到任务后他十分高兴，第二天他认真地做好了，再一天也不

错，又一天，他因事忘了，我发现后并没有批评他，而是鼓

励他说：“你已经做好了两次，老师相信你还能坚持做得更

好。”从此以后，他都坚持下来了；在学习上，我放低对他

的要求，哪怕有一次他作对了题，都及时给予鼓励，期中考

试结束后，我发现他的成绩有了一个名次的进步，就在班里

当众表扬，并第一个给他发了学习进步奖，此后的月考，他

又前进了５名，我又及时地给予了奖励。学生们也以热烈的

掌声表示祝贺。转互相尊重，平等相待 从接手初一、3班，

我就发现班内个别学生极度缺乏尊重他人的习惯，比如：随

意打断他人的讲话，和老师见面不习惯打招呼，和同学说话



不经意就冒出一句不文明的话，等等，为此，我和学生约定

好，如果哪位同学和我打招呼后，我没有应答，我将在全班

同学面前向这位同学赔礼说：“对不起”，同时还要连声说

：“你好，你好”。另外，我在每日的班级汇报时，从不随

意打断主持人的讲话，都是在他说完后，才补充说明或举手

示意放学。从这两方面入手，我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正逐步稳

定在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上。而在我的示范下，班内的文明

之举正逐日增多。 循着中学生的心理特点，我渐渐走进了学

生的心灵，有了诸多的成功体验。这成功，又帮助我树立起

新的教育理念。 四、将学生心理负担降到最低 很显然，民主

型的教师比较顺应学生的心理，有利于学生情感与个性的发

展。因此，我积极创造一种民主氛围，让学生释放“能量”

。这“能量”，不管是建议还是意见，是牢骚还是委屈，不

断地宣泄，对于化解矛盾、保持心态平衡，有着不可低估的

作用。 建立申诉制度，让学生直接在大家面前倾诉心声 每日

下午的值日班长汇报会，都有一些学生在为自己当天的行为

申诉，有的合理，值日班长就免去给他的扣分，有的不合理

，大家就举手表示意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意见来定论；

有一些学生感到委屈时，我就在放学时和他及时交流。交流

后，学生都能较好的认识到问题出在哪了，心情也好转了。 

加大力度普及心理科学知识 我从心理健康教育杂志上收集一

些好的经验和方法，然后指导学生去学习，较好地对学生进

行了心理调节，如面对一些学生缺乏学习的积极性，丧失了

学习的主动性，我就选择了这样的一首诗来激发斗志：《挑

战生活我能行》 相信自己能行/才会我能行/别人说我行/努力

才能行/你在这点行/我在那点行/今天若不行/明天争取行/受



挫折不行/锻炼准能行/心态若不行/调节一定行/能正视不行/

也是我能行/不但自己行/帮他人也行/互相支持行/合作大家

行/争取全面行/创造才最行// 以此告诫学生要正视自己的不足

，努力去改正，发现他人的不足，及时去帮助；为了加深学

生对此问题的认识，同时强化学生的集体意识，我给学生又

介绍了一首诗：《搀扶》 你的脚陷进泥淖，搀你一把就会走

上来；我的身体失去平衡，扶我一把就会站稳。生活中，你

我-需要搀扶！//搀扶，一种心灵的抚慰，一种友谊的闪烁，

有时就这么平易的举动，就能帮你摆脱困境的苦恼，能为我

绽开信心的花蕾。//无需躲避直率的目光，这是发自心灵的

呼唤。搀扶的力量在你我之间架起了桥梁，还惧怕什么山川

沟壑？//来，伸出你的手吧，伸出我的手吧，让我们用心紧

紧相握，共同搀扶着跋涉人生⋯⋯" 心与心的交流，让学生更

体会到了自己与集体的不可分割性，也加深了学生对“班荣

我荣，我耻班耻”的认识。 五、以“活动”增强班级的凝聚

力 中学阶段是完善学生自我意识，增强独立自主能力，健全

学生人格的关键时期。教师应根据青少年心理、生理发展的

特殊规律，充分利用这一阶段学生独立性明显增强的优势，

激发他们开展自我教育的愿望，培养他们具有“自学、自理

、自强、自律”的能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

观，引导他们向着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自我教育的关键是

如何把学生由被动接受变成主动实施教育者。 贝多芬有句名

言：“为了获得‘更美’的效果。没有一条规律不可被破坏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也必须对传统的工作方法进行改

革，舍其不合时代特点的观念、做法。人都有这样一种心理

，如果自己主观上认准了的事，难度再大，也会想方设法去



完成。根据这种心理，我就为了发挥学生自己的教育作用，

而让他们的位置有所改变，即从“受教育者”变成“教育者

”，变换一个角度，变换一个位置，从被动接受教育到主动

教育自己和别人，从而依照正确的思想，自己从主观上改造

自己，心悦诚服地约束自己，这就是“自我教育”。 今年，

在我的班主任工作中，我追求的是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自

我管理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力争学生人人自觉参与，各司

其责，自己管理自己，以便使学生在自我管理的实践中，约

束自我，教育自我，并增长工作和活动的才能。我在整个管

理过程中，始终树立民主意识，努力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认真起好调控、引导、服务的作用，决不包办代替。

如：在班级实施的个人量化管理模式中，每天设立两个值日

班长，值日班长在两操、卫生、个人仪表、课堂及课间纪律

、出勤、早读等几方面全面检查，并于当日下午放学前公布

个人一天的表现情况，主持人-----班长根据反馈的问题进行

评价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加强和改善管理；然后班长将

统计表收齐后，再交到周统计员手中，第二天一早，统计员

再将统计好的表交到绘制笑脸的同学手中进行笑脸评价。这

样做，一方面教师可从班级日常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以更

多的精力投入教学和教育研究；另一方面，学生通过自我管

理，形成自我督促的良好习惯，增强自我约束、自我控制的

能力。让每个人都参与集体的管理工作，极大的调动了学生

的工作积极性，也推动了班级工作的正常运转；然而，一段

时间，学生对由班长担任每日的班级工作汇报主持人有了看

法，虽然没有明的要我改变模式，但我意识到了问题所在，

那就是有一些学生也想成为汇报工作的主持人，想在这方面



一展个人的风采，抓住这个苗头，我立刻有了新的举措，让

那些学生到班长处报名，然后按照顺序一人一天试着主持，

效果很不错。 另外，根据初一学生喜欢表现自己的特点，我

还组织学生进行了（1） “等明天”、“人际怎样做（一）

”“人际怎样做（二）”三次心理活动剧的表演活动，（2）

读好书活动；等等，结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多搞一些有意

义的活动，在活动中对他们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往往能收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 总之，在班级管理中，充分借助心理健康

教育的原理和一些案例运用到实际工作中，给我带来了很多

便利，也进一步推动了班级良好的班风、学风的形成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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