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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生想象力丰富，精力充沛，可塑性很强，同时也

给班主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刚刚进入小学阶段，小学

生的思维习惯，还停留在幼儿园，需要在教师的陪伴下逐

渐成长。随着年级段的升高，教师需要随时调整班级管理

措施，所以小学班主任管理工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2 积分兑换，帮助学生找到闪光点

小学生感性思维占据智力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具体

发展情况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在这一阶段，“学生智力发

展非常迅速，不同年级学生对事物的认知方式存在较大差

别 [1]”，为处于不同年级段的学生制定有针对性的班级管理

方式，是取得良好管理效果的前提。

例如，管理中低段孩子时，笔者主要采用积分兑换的

正激励方式，引导学生的思维和行为，令他们在愉快地攒

积分过程中养成学习、生活、玩耍等方面的好习惯。积分

有四种（1 分、2 分、5 分、10 分），不同分值底色不同，

图案是竖起的大拇指，风格为学生喜欢的卡通形象。为了

增强积分的激励效果，学生完成相应的任务就能获得积分，

当积分积累到一定数额之后则可以领取到文具、玩具、日

用品等心仪的奖品。

2.1 一二年级积分管理
笔者针对一二年级的孩子设计积分获取与使用规则：

一日常表现积分，捡到东西上交、监督别人缺点、主动照

顾同学、维护集体荣誉等行为都能获得积分；二学习积分，

学习表现突出获得积分；三获奖积分，学生在各级各类活

动中获得个人和集体奖励都可以获得相应积分。活动项目

不受限制，意在鼓励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当积分

累积到 50 分时，就可以领奖品。奖品种类很多，如三角尺、

水画本、小型保温杯、跳绳、直尺等。学生的思想和行为

在不断获取积分的过程中得到发展，并形成良好的习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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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下来。

2.2 三四年级积分管理
“随着年级段的上升，学生行为和智力特点都产生一

定的变化，对事物的认识更加理性一些 [2]”，于是笔者适时

引入负激励制度。三四年级的学生，荣誉感和自尊心更强了，

除了沿用之前的积分方法，还实行操行分制度。以 100 分为

基准，实行加减分（分值为 1-10 分不等），表现优秀的酌

情加分。如果学生有犯错的行为，则视情节轻重减分，如，

说脏话、打架、不尊重别人，损坏别人东西等这些不符合小

学生道德规范的行为。每学期末，总分前 10 名的操行评定

为优秀。如果操行分扣到 20 分以上，则取消评奖资格。积

分获取途径多，奖品深受学生喜爱。每一名学生都在笔者不

断鼓励下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增强自信心，获得成长，变得

更加优秀。

3 家校合作，学科合作，加强学生管理

一方面，每期开学和期末笔者都要开家长会，给家长

介绍各自孩子的优缺点，帮助家长全面了解孩子。还要讲校

内外的基本要求，引导家长更多地参与到学生管理中。

另一方面，将笔者在班级管理和生活中积累到的经验，

分享给家长，摒弃机械灌输的方式，与家长就具体案例展开

讨论：如何促使孩子在校内、校外一个样，帮助他们养成好

习惯？这些话题，家长很感兴趣，积极地献计献策。在交流

过程中产生了很多管理孩子的好思路，笔者将这些内容整理

出来，分享到家长群。

经过四年多的家校合力，班级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和学

风，一股自发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看到学生的进步，班级的

进步，笔者感到开心，也骄傲，更多的是欣慰。在上期的活

动中，班级的入场式、体操比赛、迎面接力赛、诵经典诗歌

朗诵都得了一等奖，还被评为都江堰市优秀班集体，笔者

也被评为都江堰市优秀少先队辅导员，这些是老师、家长、

学生共同努力的成果，鼓舞着笔者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

另外，为了教育孩子们重视每门学科，作为主心骨，

充分协调好各科老师和学生，让他们尊重各学科老师。在不

断地探索中，班级成长为一个人人羡慕，受到家长、老师和

各级领导好评的优秀班集体，笔者也受益匪浅。

4 加强课堂管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课堂管理是管理好学生的重要方面，优秀的课堂纪律

和学生的参与度是教学效果的基本保证。我们向课堂 40 分

钟要质量，需要严格要求学生，有效引领学生，促使其眼看、

耳听、脑想、嘴说，注意力高度集中。笔者教新课和评讲习

题时，尽量因材施教，采取不同的教学手段，充分发挥学生

的主体作用，如情境教学、小组合作教学，实物操作教学等，

把话语权交给学生。

教授运算类内容时，让学生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针

对同一类型的习题变换数字进行练习，通过类比，自主发现

运算规律和掌握运算技巧，进而灵活运用。笔者还让学生自

己将习题训练中的易错题收集起来，进行仔细研究，寻找错

题根源再练习。这样，把学的过程，思维的过程和做的过程

交给他们，避免一切由老师代替，促使学生自主发展，使他

们成为课堂教学舞台的主宰。

5 培养班干部，发展班级管理小助手

“作为小学班主任，笔者担负着教学与班级管理的双

重任务，然而人的精力有限，如果面面俱到反而得不偿失 [3]。”

于是，将部分班级管理任务分摊给班干部，锻炼他们的组织、

沟通能力，促进班级管理工作的有效进行。班干部是笔者的

得力小助手，他们主要管理班级的一些日常事务。在班级活

动中，他们表现出很棒的组织能力，好多事情老师稍作布置、

指导，他们都做得非常好。班干部由学生提名、选举产生，

所以学生对班干部比较认同，也愿意配合管理。每学期期末，

笔者除了对成绩方面做出奖励，还会对班干部的工作进行总

结奖励，这对班干部的成长起到很大的鼓励和鞭策作用，他

们积极性更强了，榜样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班级管理也更

得心应手。

6 结语

小学生智力发展很快，在教师的引导下，他们很快适

应小学学习和生活，并且在不同的年级段呈现出不同的思

维、行为特点。生本教育要求班主任教师时刻关注学生发展，

设计有针对性的班级管理方式，引导学生发现自我闪光点，

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在课堂上尊重他们的主体作用，将班干

部培养成管理小助手，有效提升了班主任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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