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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营造健康、卫生的生活环境和学习环境，保持班级卫生整洁，打造幸福课室，班级卫生管理显得非常有必要。卫生环境
优美也是幸福课室的外在表现形式，良好的卫生环境能给师生创造积极向上、舒服优雅的班级环境，增强学生学习和相处的
幸福感。本文在改进“PDCA”管理学模式基础上，结合小学低年级卫生管理实践，提出关于小学班级卫生管理方面的教学�
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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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为进一步提高班级师生的卫生意识，加强班级的卫生管

理体制，营造良好的文明的整洁的清新的班级卫生环境，可以

帮助学习树立先进的班级卫生意识，引导学生掌握基本的卫生

健康知识，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新手型班主任对小

学低段学生的卫生管理方向和具体建议有待进一步学习和提

升。研究和思考如何加强班级卫生管理具有重要的价值。

2�卫生管理的过程

3�&�循环是�:DOWHU���6KHZKDUW�于������年提出的管理

学通用模型，被称为质量环 [�]。直到�����年，美国质量管理

学家戴明博士根据客观规律再度提出并总结完善才被人们关

注，其内容包括 �个阶段，即�3（3ODQ）计划、�（�2）实施、

&（&KHFN）检查、�（�FWLRQ）改进 [�]，是广泛应用于社会各

个领域质量管理的科学化、标准化循环体系 [�]。一个班级的精

神风貌，首先通过班级卫生体现，班容班貌是“第一印象”。“第

一印象”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心理学中的“首映效应”，一

个好的班级是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和管理水平的综合体，而

卫生健康、新鲜的空气总是给人带来舒服感，让人从视觉和

嗅觉等多种感官器官中，亲身体验到班级的幸福感和温暖性。

本文结合某校二年级 6班学生的整个学年的阶段不同特

点及卫生表现的阶段性差异，创造性地基于“3�&�”循环和

流程相关内容，从班级卫生管理的实际出发，将 3�&�循环

运用在该班学生的班级卫生管理质量持续改进实践中，通过

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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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一些提升的空间。

3�研究内容

3.1�研究对象

3.1.1�研究对象与方法

选取该校二年级 6班的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男 ��人，

女 ��人。年龄：�-�岁。

3.1.2�研究时间

����学年（�个学期）。

3.2�PDCA 管理方法

3.2.1�计划阶段（P）

（�）现状调查

班级卫生包括整个教室卫生和走廊卫生。每周一班会课，

由师生共同针对班级卫生存在的问题集体调研，（小组讨论、

个别发言、个别访谈）探讨内在原因。其中上学期比较明显

地几次存在卫生问题主要有：教室时不时出现过垃圾斗里面

有纸屑的情况；个别学生或小组值日不到位，没有彻底搞干

净卫生；有些教室的角落打扫地不够彻底；值日生的积极性

和热情不够强，时间观念不够，效率不高；�或 �人小组打扫

卫生，学生之间的分工合作意识欠缺。下学期班级的主要卫

生情况有：整体班级进步非常明显，大部分同学的桌椅底下

比上学期干净卫生得多；个别学生值日不够负责，打扫时间

过长，打扫效果不太好；个别学生的课桌抽屉纸屑多乱，行

为习惯还需要进一步矫正。

（�）原因分析

值日生方面：大部分孩子在家基本不做家务，劳动意识

和责任意识不够强；部分学生缺少主人翁意识，推卸责任，

不愿意主动担当；部分学生不服从卫生管理员的分工；没有

养成良好的劳动工具摆放习惯。

卫生管理员方面：部分时间劳动分工不够明确，有的地

方无人扫地或无人摆桌椅；部分时间垃圾斗的垃圾没有及时

倒掉；白天坚持管理的专注度不够。

3.2.2�实施阶段（D）

（�）情感教育

开展系列的主题班会，进行文化熏陶，卫生宣传和教育，

小组评比竞赛，教育全班团结一致，共同创建整洁干净、美

丽舒服的班级。引导学生保持健康、卫生的班级环境的重要性，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的重要意义，学会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通过第一学期的卫生习惯的逐步养成，第 �学期的班级卫生

进步非常明显。整体的卫生整洁度大大提高。

（�）值日安排

卫生管理员明确分工要求，责任到人。班级卫生保持责

任到人，每一组负责自己的座位底下，第一排的还要负责自

己座位对应讲台相应位置，最后一排的要负责座位底下到篮

球架下的空地卫生。

（�）班规建设

班规建设是班级卫生管理的基本保障，完善的班规制度

可以使班级的卫生管理更高效 [�]。利用班级的班会课，广泛

尊重学生的建议，鼓励学生参与班规建设，大部分时间都能

在结合学生的民主举手表决且经过老师的深思熟虑，最终做

出符合学生意愿的班规。这样有利于学生积极肯定地主动实

行班规。

班级规则的制定可以进一步明确分工的方向和限制规定

值日卫生的时间，增强学生的时间观念和责任意识，提高学

生的值日效率。

3.2.3�检查阶段（C）

当日主要由值日卫生轮值的组长和卫生管理员监督检查，

副班主任，班主任实行 �级监督管理。卫生管理员每日向班

主任或副班主任反应当天的打扫卫生情况，发现问题当时解

决或次日解决。第二天由主要班长和其他轮值班长课间检查

教室卫生。副版主、班主任上课、课间、早读、放学时间不

定期随时到教室突击检查。

3.2.4 总结和改进阶段（A）

经验+反思=成长。每周一的班会课，或部分早读时间，

班主任、副班主任都会跟进卫生情况，及时作出评价，鼓励

表扬卫生整洁干净的同学或小组，给学生树立积极的榜样，

和学生交流不讲卫生的不文明行为的坏处，并引导学生正确

的做法，认识讲卫生的意义价值。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因，以

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班级启动好人好事制度，对于主动

捡纸屑摆桌椅的同学进行鼓励奖章，并在班级通报表扬。班

主任进行适当地总结归纳整理，记录备案，建立个别特例或

行为习惯还需进一步养成的个案案例情况，将存在的问题及

改进措施作为推动下一个 3�&�循环的动力和依据，不断提

高班级卫生管理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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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改进 +检查”循环阶段（A+C）

此阶段是笔者基于 :DOWHU���6KHZKDUW的“3�&�”理论

改进之后的“&+�”循环阶段。单独提出认为“&+�”的原

因是：再次强调检查和改进环节的重要性，也即是意识转化

为行动力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根据笔者亲自实践于小学班主

任一线及采访的经验型班主任教师的结果可知：比制定班级

规则更重要的是如何持之以恒地按照规则执行。比如班级卫

生规则，班级卫生计划，仅仅靠前面 �个环节“3�&�”是不

够的。甚至可以认为，第一个环节“3�&�”的第一个流程，

对于教师和学生的把握和坚守，有一定的困难性。但是更艰

巨的任务是，学生能够循环地检查（&KHFN），反复地改进

（�FWLRQ），而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 �步骤流程。此时需要外力，

教师，班主任，甚至家庭、社会的合力，共同帮助学生树立

保持卫生，保持校园卫生、保持班级的课桌椅、抽屉、图书角、

过道、讲台、篮球架底下、班级走廊等多处的卫生。

4�讨论

4.1�班级卫生管理更加规范

3�&�+&�循环是按照计划、实施、检查、总结和改进

的顺序不断循环的，班级全体学生在此过程中全部参与，不断

完善。每次班级卫生管理中的改进与创新都能提升卫生质量。

4.2�班级团结意识、凝聚力增强

通过 3�&�+&�循环模式的不断磨练和经历中，学生在

每个阶段，包括打扫卫生的分工合作，卫生的彼此保持，从

不愿意拾起他人座位底下的纸屑，到很多个主动拾起他人桌

椅下的纸屑，主动捡起过道纸屑的精神状态和行为习惯地转

变。从学生一言一行中，都能切身体会到学生的行为举止的

进步，班级的团队意识和班级凝聚力、责任意识得到了提高。

4.3�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自律意识和责任感增强

在小学低年级的班级卫生管理中应用 3�&�+&�循环模

式，循环不止，互相促进，使班级卫生管理质量有一定的上

升，在日常生活劳动中潜移默化地提升学生的保持卫生意识，

提升了学生的劳动素养，增强了学生的主人翁意识、自律意

识和责任感，培养服务理念和奉献精神，有一定的效果，值

得更多地尝试应用。

4.4�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班干的帮扶作用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主体，也是学生养成好习惯的重要引

导力。班干是班级的模范带头的导向，也是班主任老师管理

班级的桥梁和得力助手。班干要积极发挥自己的“帮扶带”

的作用，积极帮助扶持和带领卫生习惯比较弱的学生，多留

些心眼，多给个温馨提示，让卫生习惯弱的学生及时地得到

纠正，慢慢习惯成自然，养成保持课室卫生的习惯。

5�结语

作为一名新手型班主任，在小学低年级段尝试应用

3�&�+&�循环卫生管理模式，一方面，能够促进学生在卫生

管理工作方面，按照计划、实施、检查、总结的顺序不断循环，

不断改进，从而不断提升学生管理的质量；另一方面，小学

生的管理工作不断循环，包括卫生管理员、班长和值日班长

等。同时，班级卫生质量也在不断上升，每次 3�&�+&�循

环都是在上次循环的基础上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即每次

3�&�+&�循环都上升到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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