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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32.htm （一）了解和研究学

生班主任要实现对本班级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提高工作

质量和效率，首先要全面正确地了解和研究学生。俄国教育

家乌申斯基说：“如果教育家希望从一切方面去教育人，那

么就必须首先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学生是班集体的主人

，但学生的发展又存在着差异，班主任要教育好学生，就得

先了解和研究学生，这是做好班级工作的先决条件。了解和

研究学生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了解和研究班集体，

包括集体的基本情况，如总人数、性别结构、生源状况、年

龄分布等；班级的基本情况，如学习好中差学生的比例、学

生思想品德的表现、班级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等；班级

的其他方面，如学生生活社区环境、学生家庭条件、学生在

校外的表现等。二是了解和研究学生个人，包括学生的基本

情况，如姓名、性别、年龄、健康等；学生的家庭情况，如

父母的文化水平、职业、经济状况、居住条件等；学生的思

想品德和学习情况，如遵规守纪、文明礼貌、集体观念以及

学习成绩、学习态度、兴趣特长等；学生的个性情况，如智

力特点、情感意志特点、性格和气质的类型等。了解和研究

学生，要注意全面性、经常性和发展性。全面性就是要全面

地看待学生，既看到学生的优点，也看到学生的不足；既看

到校内的表现，也要看到校外的表现。经常性就是要把了解

和研究学生作为班主任的常规工作，充分利用一切场合条件

，做到常抓不懈。发展性就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待学生，既



看到学生的过去，也要看到学生的今天，还要预见到学生的

明天。学习活动是班主任了解和研究学生的主要途径。由于

小学生学习活动极为丰富，班主任了解和研究学生的方法也

多种多样，如观察法、谈话法、问卷法、作品分析法、调查

法和测量法等。这些方法可以参照课文中教学方法和科研方

法等相关部分加以领会。下面主要介绍观察法和谈话法及其

在班主任工作中的运用。1．观察法观察法是班主任在自然情

况下，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学生进行了解和研究的方法。观

察法是班主任工作中一种最常用、最基本的方法。观察法的

正确运用，应当注意以下几点。（1）要有明确的观察目的，

主要是确定观察什么和为什么要观察；（2）要有科学而可行

的观察计划，主要解决怎么做；（3）要及时做好原始记录，

主要是确保材料的客观真实性；（4）要对材料进行整理和分

析，去伪存真，透过现象找到本质；（5）写出结论，对观察

作出准确、全面的终结性评价。观察法的优点是在自然状态

下进行，观察材料直接源于观察过程，真实性强。但观察法

也有缺点，观察对象和条件难以控制，表面现象干扰大，情

境性和主观性因素多。因此，在观察法运用中，对观察材料

的分析处理一定要慎重。2．谈话法谈话法是班主任有目的、

有准备地与学生通过问答方式直接交谈，从中了解学生情况

的一种方法。如果说，观察法主要是了解学生的外部表现，

那么谈话法则是通过学生的心里话，有意识地、主动地了解

和掌握他们的思想活动。谈话法也是班主任工作中简单易行

的一种常用方法。为了保证谈话取得好的效果，谈话法的使

用要注意以下几点。（1）确定好谈话的目的、内容；（2）

对谈话的过程有周密思考，如先谈什么，后谈什么，选择什



么地点、时间、采用什么方式等，做到心中有数；（3）谈话

态度要亲切、和蔼、诚恳，尽量不使学生感到紧张，更不能

造成对立情绪；（4）要根据学生的不同个性特点，采用灵活

多样地谈话技巧，善于启发、引导学生说出真心话；（5）和

学生谈话时，耐心听取学生的意见，不要轻易打断学生的话

；（6）谈话后写出谈话记录，记下自己的看法和感受。此外

，班主任还应注意利用非正式的谈话形式了解学生。非正式

谈话是根据学生的特长、爱好、有意识地在活动和交往中与

他们多接触。由于非正式状态下没有特定形式、地点、时间

的限制，学生易于敞开心扉，有利于班主任从中了解学生。

以下为一则优秀班主任运用谈话法的成功案例。有一位刚入

学不久的小侯同学，一天放学经过弄堂口的水果店，看到摊

头上放着一批新上市的鲜红李子，顺手拿了一只美美地吃起

来。同学将这情况向班主任老师反映。老师很吃惊，小侯家

里经济宽裕，怎么会“偷”吃店里的东西呢？第二天班主任

与小侯进行一次谈话：“听说昨天放学的时候你拿了水果店

里的东西？”“我吃了一只红李子，可好吃了!”“你为什么

要拿水果店里的李子呢？”“我想吃。”小侯很干脆地回答

。“你想吃也不能自己拿呀!”“我们家吃东西，从来都是自

己拿的。想吃多少，就拿多少。”小侯天真地回答。班主任

一听，明白了：原来他不懂得什么叫“拿”，什么叫“偷”

，搞不清这两个概念的区别。这种情况在小学生身上往往是

可以见到的，于是班主任进一步与他谈话：“你知道你们家

吃的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吗？”“妈妈买的。”“妈妈为什么

能买呢？”“妈妈有钱。”“妈妈的钱从哪里来的呢？”“

公家发的。”“公家为什么要发钱给你妈妈呢？”“妈妈每



天上班，公家就发钱给她了。”“对呀!你妈妈每天去上班，

为大家工作，公家就发工资给她，她才能用钱买东西。不劳

动能随便拿别人东西吗？”老师由浅入深，由具体到抽象，

引导他认识问题的本质。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