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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 management, the management model of “one class, two systems” has unique advantages and 
educational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se study,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concept of “one class, two systems” management mode, its 
advantages and creativity, and the strategies that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in the implementation, so as to learn from the peers.

Keywords
one class, two systems; management mode; research on the case

基于核心素养的“一班两制”管理模式案例研究 
郑俊治

广州大学附属东江中学，中国 • 广东 河源 517000

摘　要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与传统的班级管理相比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和育人效果。论文从案例研究的角度对“一班两制”管理模
式的概念、优创性和实施中应注意的策略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以就教于同行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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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班级管理是学校管理的重要工作，实现学生自治是班级

管理的最高境界。在传统的班级建设中，班主任工作大都以

单独管理为主，或是几个班干部说了算，班主任与学生、班

干部与学生界限分明，缺少民主与平等。这样的做法容易使

班干部产生“职务光环”，久而久之，便懈怠工作，甚至产

生不良的影响。核心素养倡导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明确学生应具备的适合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水平，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家国情怀，更

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论文试图引用学生

对“一班两制”管理模式实践后的案例感悟让更多的人体会

其育人的独特魅力 [1]。

2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的概念

2.1 学生解读

“最初接触‘一班两制’管理模式，感触特别新鲜，这

个新颖且类似于‘一国两制’的词语便深深的吸引了我，让

我有一种迫切想体验一下的冲动。随着实践的深入，我对‘一

班两制’有了更深的理解。‘一班两制’就是一个班集体两

套班委制度，即在一个班集体里选出 A 制、B 制两套班干分

别进行管理一个班集体，每一套班干制分周交叉管理，将上

周表现不够好的，遗留下来的‘遗难杂症’在下一周有针对

性地解决，给同学们创造一个良好宽松的学习环境。在这里，

班级管理不是封闭式的，班干部不会产生‘职务光环’的懈怠；

在这里，班级管理不是由班主任包办代替，或是几个班干部

说了算，取而代之的是两套班干部定期轮岗，以‘对比竞争’

激发创造潜力，以‘合作交流’促进整体腾飞。”（实验班

B 制班长岑艳秋）。

2.2 案例评析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就是基于核心素养建构起来的一

种帮助学生学习管理技能，培养管理能力，激发学生管理热

情和创造潜能的开放型管理模式，它具体是指一个班集体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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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两套管理体制，即一个班集体竞选出两个班长，一个班主

任助理，由两个班长分别组阁两套班干部，实行定期轮换，

共同管理一个班集体。

3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的优创性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的两个重要元素是“合作”与“竞

争”，它始终围绕“以生为本、自主管理、学会做人”的目标，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为学生自主管理能力的提高创设发

展平台，使学生由他律逐步走向自律，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与传统的班级管理相比“一班两制”管理具有诸多优

创性 [2]。

3.1 增强管理活力

学生解读：

“一套班干长期为班级工作，十分辛苦，而且没有竞争，

欠缺活力；一班两制很好地改善了这些方面的状况，两套班

干之间进行良性竞争，是对手，但不是敌人，而是朋友，相

互竞争中能提高两个班委会的积极性和管理活力，相互补充

管理上的缺点，如在单周出现的问题，单周班长会在双周的

班会课上指出，并提出解决建议，这样双周的班干在值周时

会特别注意，绝不会让类似问题再发生。班干们在相互交替

的管理中又得到很好地休息，两套班干相辅相成形成一个高

效的管理队伍。它还能让更多的同学加入管理班级的行列中，

得到更多的锻炼，学到更多的管理经验，提高了同学们的办

事能力。一班两制蛮不错的！”（实验班覃藏庆）

3.2 培养合作意识

学生解读：

“在两套班干部的合作管理中，让我懂得两两合作，既

能干活又不累，两两交流，既融洽又有提升。在班干部交接

任务时，我们都会互相提醒，也会针对本班级存在的问题进

行讨论。从中我深深体会到团结合作对于我们来说是多么的

重要，比如在出黑板报的时候，单纯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

能轻松完成的。所以，我会积极地同 B 套的宣传委员商量好

对策，通过两个人的力量来号召同学们加入工作中。这样既

不会浪费时间，又可以培养同学们的责任感。”（黄凯丽）

 “同学们能认真学我所教的歌，让我觉得挺开心的，再

后来就是本学期的元旦晚会，刚开始的时候蛮头疼的，因为

时间紧，难度又大，根本没有人参加，后来我就找 A 制的文

艺委员一起商量。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和 A 制的文艺委

员一直合作到晚会结束。这件事情让我深深感受到了一班两

制的优越性，‘团结力量大’啊！这次元旦晚会如果单是我

们两个中的任何一个都不可能独自完成这个任务。虽然这次

的节目没有取得好成绩，可是毕竟尝试了，尽了自己的一份力，

所以不觉得遗憾。”（覃玉琴）

3.3 提高组织能力

学生解读：

“我在初中的时候曾有 3 年劳动委员经验，但也有一些

教训：就是不知道如何才能让别人心服口服。直到现在才明

白，为什么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因为我没有从别人的角度

考虑问题，自己缺乏被人管的经历，就不知道被管的人的想法。

但这一次‘一班两制’让我不但学会了如何管理别人，也学

会了服从别人的管理，这是宝贵的经验。我从此开始注意自

己的言行，特别是安排任务时的语气和态度，更多的是想着

如何让别人高兴地接受这些任务，我不再是严肃的表情，而

是随和、谅解和友善。安排劳动任务时，我常站在别人的角

度想问题，在说话之前先考虑自己的话能否让别人接受，因

而同学们都乐意服从我的管理。由此我得出很重要的一条结

论，要想让别人服从你的管理，首先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想问题，

要与同学建立一个友好的关系，然后注意自己的管理方法是

否可行、合理。三个都能很好的结合的话，那一个成功的班

干就非你莫属了。”（陶园）

3.4 提升道德境界

学生解读：

“‘一班两制’给了我们展现自我的舞台，让更多的同

学得到了参与班集体事务管理的机会，增添了他们的自信心，

培养了他们的组织和领导能力，在同学们当中树立了威望，

得到了同学的认可和教师的好评。有些班干以前是出了名的

‘捣蛋大王’，学习态度不明确，行为举止散慢，是一帮同

学们厌恶，教师头疼的‘坏学生’。但自从在学校推出‘一

班两制’管理后，他们主动要求担任班干部，成为班里的一

帮领袖人物。一切也发生微妙的变化，在管理队伍中渐渐出

现了他们的身影，教师找他们谈话的次数也少了，更多的是

给他们投以鼓励、赞许的目光。”（岑艳秋）

“自从实行一班两制以后，我们班级的学习、纪律等各

八方面有所改善，我本人和以前相比，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在我没有当生活委员之前，我是一个胆量很小，学习成绩、

纪律等都不是很突出的人。但是自从当了生活委员之后，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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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冲卡、取信，看见他们和亲朋好友书信往来，以及同学

们跟我说的一声‘谢谢’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幸福。不管多

么辛苦的工作，我都乐意去做，而且还要做的更好。在生活

方面，同学们也经常遇到一些琐屑的事情，我也尽我所能帮

助他们解决问题，这对于我的处理能力和胆量都有所提高。”

（陈兴艳）

3.5 改变不良习惯

学生解读：

“当了纪律委员，我的学习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当纪

律委员之前，我在纪律方面做的很不好，上课总忍不住叽里

呱啦说个不停。教师提醒了好多次，我也知道到讲话不好，

可就是改不了。后来当了纪律委员后，情况有了好转。也许

是做干部的约束吧，每次开口想要发表言论时，心里就有一

个声音在说，你不可以说话的，你身为纪律委员都带头说话

了，以后怎么管理这个班级呢？要以身作则啊！为了带好头，

我也就忍住了……久而久之，上课讲话的臭毛病就神不知鬼

不觉的治好了。上课听课的效率提高了，教师也省心了很多。

有些家长不同意孩子当班干部，怕耽误了孩子的学习。我觉

得这些家长的说法是不对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想

如果我没有当纪律委员的话，现在讲话的臭毛病肯定改不了，

我很感谢同学们选我当纪律委员，让我更好地约束自己。同时，

我也很感谢一班两制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拥有一个展现自我

的舞台。”（李玲）

3.6 节省管理时间

学生解读：

“以前一个学期只是一套班干部一个班集体，做起来辛

苦而且又影响学习，能给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并不多。自从

实行一班两制后，这种毛病悄然无声地消失。两套班干的轮

流管理大大的减轻了班干们的工作量，让班干部在管理班级

的同时又不落下学习，既轻松又有更多的时间支配自己，提

高了班干部的积极性。周末开主题班会，各队总结管理的心

得体会，又将管理中的不足逐渐加以完善。这种管理制度给

我的感觉：简直就是一种享受！”（刘臣贵）

3.7 改善班风纪风

学生解读：

“自从我们班实行‘一班两制’管理以来，有了大大的

改观。没有这种模式以前，我们班蛮乱的，总是挨扣分，什

么某某同学不戴校牌挨扣分啊！什么值日生扫地挨扣分啊！

宿舍问题一大堆，搞得班长整日不得安宁，当然学风也搞不

上来。自从实行了这种模式，同学们互相竞争，并且制定了

一些方案辅助班干部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遵守班级

制定的规章制度，学风也搞上去了，每一个星期都获得了流

动红旗，几乎每周都得清洁教室的荣誉，这让我们班的同学

兴奋了好久。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班风大有起色，这让我

们班的同学做出了一个决定，让‘一班两制’管理模式在我

们班落地生根，伴随我们度过每一天。”（黄凤妮）

3.8 案例评析

综合上面的案例，“一班两制”管理模式的优创性大致

有：两制竞争，可以激发每个班干部的管理热情和创造潜力，

在竞争的氛围中展现自己的才华；团体合作，可以培养学生

的自我管理和团队协作意识；自由轮换，可以让更多的同学

得到学习管理的机会，便于学生今后适应竞争激烈的社会；

双重角色，可以心理互换体会到了管理工作的酸、甜、苦、辣，

从而提高了自己的责任意识，增强自律意识，增强了班级凝

聚力；定期轮休，可以降低不影响功课学习的频率，既不影

学业的作用，又可以学习充电；管理互补，可以相互弥补管

理上的缺点，相互监督，相互学习，提高班干的管理能力；

主任助理，在班主任、班干部和同学间起到桥梁和沟通作用，

可以使班主任从繁忙的班级事务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的时间

站在更高的高度关注班集体的发展方向，深入研究教育对策，

同时又培养了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班级“议会”，可以更

好地展示两制管理的成果，让班会课成为“执政”班干、“在野”

班干以及学习小组辩论、探讨和解决问题的舞台；两制熏陶，

促进学生人格的完善发展等 [3]。

4 “一班两制”管理模式应注意的策略
4.1 将两制“竞争”的消极因素降至最低

实践中有些实验班过于表面化，太过注重所在班级在学

校的量化管理分数，没有从本质上帮助一些同学克服违纪违

规行为。有些班干认为，流动红旗就是工作成绩的标志，每

周计算量化分数成为班长的必修功课，尤其班长所要承受的

压力是极大的，让人总觉得紧张兮兮的；另外班委主管被别

人打管理等级分，等级差的会产生消极心理。因此，一些班

干呼吁“一班两制”更应该抓好学习和整体素质，而不是停

留在表面上，在激发学生们学习的热情上予以更多加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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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将两制“合作”的因子充分激活

实践中有些学生反映一轮到 A 套时，B 套就好像不关他

们的事情了，缺少相互学习，合作方面做得不够，有些班干

部老是想把任务交给别的班干部做，对自己也放松了；有的

班级班干不能相互理解，意见不统一。对此，两套班干之间

应不定期进行更多交流，有些跨周的任务更需值周班干进行

合作。实验班之间也要多交流工作经验，举行一些一班两制

经验交流会，相互学习 [4]。

4.3 将两制“轮换”带来的一些间歇因素消除

有些班由于部分主管轮换频繁，一些班干部刚刚与教师

同学磨合好，工作刚刚起步，又要换了，班干部队伍的不够

稳定，使班级的一些常规工作受到影响，并且也容易助长班

干部不正确的心态，不利于激发班干部的工作热情，也不利

于学生责任心的培养。正确的做法是不要频繁轮换，大面积

轮换，更不要经常整体更换，需要调整时在两套班干部中挑

选几位领头羊留任。另外，班委会工作务必规范化、科学化

和系统化，班委会成员可以变动，但班委会及其各主管的功

能是不变的，这样就可以使轮换平稳过度，避免出现“权力

真空”，班级“动荡”。

4.4 更好地发挥班主任的“主导”作用

正确的策略应是先扶后放，边扶边放。一班两制在开展

在头一个月定调很重要，班主任要经常指导班干部的工作，

使他们由不熟悉工作到熟悉工作，班主任的工作量要增加许

多。如果班主任有时疏于指导，某些班干部在工作中就会束

手无策，势必会对班级工作产生影响。

4.5 让学习差、纪律不好的同学也能当班委

有的班主任认为实施“一班两制”在基础差的班不切合

实际，“好”学生只有几个，轮换下去之后便没有“好的”了。

不能否认个体间的差异，确实有些同学能力、信心等方面有

所欠缺，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有些同学学习成绩不理想，

担心在同学中缺乏威信，不能得到同学的拥护等，但是我们

觉得这样的同学就更需要给他们机会，在工作中锻炼，在工

作中提高。实际上，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长，有自己的闪

光之处，也有展示自身优点的渴望。关键在于教师能否全面

地考察每个学生，在班里为他们找到合适的位置，促使他们

主动发展 [5]。

总之，我们如何充分有效地发挥“一班两制”的长处，

避免可能存在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实践、总结和

不断完善。也希望关注“一班两制”管理模式实验的专家同

行提出好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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