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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主任沦为弱势群体，好像谁都可以

来说几句。他们怎么不去说说医生？就因

为他们不觉得班主任是专业人士。”温州市

广场路小学教师郑芝说。如何打好系列“组

合拳”，提升专业化水平是班主任们共同的

期望。

加快研制班主任专业化标准，实施班主

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切实提升我省班主任

专业化水准；建立中小学班主任队伍建设组

织管理教研体系，完善班主任培训机制，筑

建班主任专业成长“网络”；优化班主任保障

系统，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增强中小学班

主任工作的吸引力。这三者是调研中教师

们最强烈的呼声。

班主任们希望，各教育行政部门能切实

重视班主任专业化问题，将班主任专业化尽

快提上议事日程，建立班主任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建议教育行政部门尽快组织教科研

机构及专家研究制定班主任专业化标准，实

行班主任职级制，建构班主任专业化成长立

交桥。研究班主任专业能力的核心要素，建

立并试行班主任专业水平等级认定制度，将

班主任专业水平等级分为A、B、C3个等级，

以班主任专业能力、师德、业绩、贡献和任职

年限等作为划分的主要依据。建立班主任

职责制度，明确班主任工作和责任边界，为

班主任“减负”。尤其应明确安全义务和责

任边界，并以岗位聘任合同的形式明确下

来。为班主任、家长和社会树立合理的预

期，逐步纠正班主任无限责任的错误认识，

降低班主任的工作负担和安全压力。

班主任们希望建立省、市、县（市、区）

三级班主任管理网络，负责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的指导、管理、督查、评定与培训。在

成立浙江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指导中心的

基础上，在市级以及县（市）区建立相应机

构，形成较为完善的管理网络。加强中小

学班主任教研工作，确保班主任教研活动

制度化、常态化。将班主任培训纳入教师

全员培训整体规划，培训内容应满足班主

任的现实需求，培训内容应包含：班级管理

艺术，班主任的自我保健、心理调适和法律

自护，育人理念的变革，教育实践的智慧，

走进学生的心理等。

Ｅ 专业化，走向智慧化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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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开学，作为班主任，王林(化名)有点着急。

他和记者说了件不久前被刷屏的消息，安徽五河县一名小学生家长，在班级微信群里询问是否发放其儿子试卷，教师未马上回复，这名家长就开始

在群里辱骂教师，几个小时后，这个家长居然赶到学校闹事。最后，教育局第一时间介入并报警，学生家长被警方拘留10天。

“现在的家长怎么了？微信群中午时间也必须回复吗？老师要不要休息了？”王林的委屈和疑惑也是广大教师尤其是班主任的担忧。班主任李明(化

名)则从书店里抱回了《班主任兵法》等一摞书：“和熊孩子斗智斗勇，我需要武器。”

新时期，面对层出不穷的教育新问题，班主任如何智慧地处理？如何加快班主任专业成长，使班主任在立德树人教育任务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成为改进当前学校德育工作的关键，也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

近日，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调研组

开展了“浙江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发展状

况”专项调研。调研以班主任问卷调查为

主，辅以班主任和校长座谈。问卷调查涉及

全省11个设区市，分城市、城镇和农村3大

类，包含小学、初中及高中3个学段，对2675

名班主任进行了系统调查。

调查发现，班主任队伍以中青年为主，正

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龄，其结构集中在4个

年龄段：依次是36~40岁（22.43%），26~30

岁（22.02%），31~35岁（18.47%），41~45岁

（17.57%）。班主任又以女性教师为主，女性

教师占比85.53%，男性占比14.47%。在学

科构成上，班主任往往承担着主科教学。其

中小学以语文教师为主，占71.18%，其次是

数学教师17.92%；初中以语文、数学、英语教

师为主，分别占24.7%、22.28%、21.55%；高

中班主任里，语文教师占20.16%，英语教师

15.02%，数学教师10.67%，物理教师5.1%，

化学教师3.6%，政治教师3.2%。

A 重任，谁在承担？

班主任，对于学生而言，是导师，是对他

们一生影响最大最深的人之一。而对于教

师个人而论，正如有人曾说的：“当教师不当

班主任，就像喝白开水，虽解渴，但没有味

道。”也有人说：“一名教师如果没有做过班

主任，是不完美的，就像一个人一辈子没结

过婚一样。”所有这些都说明，班主任这一岗

位，工作平凡而意义非凡。

尽管班主任工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

目前班主任工作却面临现实尴尬。中小学

班主任上岗主要以学校安排为主（占

93.83%），自己主动申请的不足4%。调研组

发现，真正愿意当班主任的教师比例不到

50%，喜欢当班主任的仅占34.73%。调查

中，82.51%的班主任表示压力大，其中感觉

压力非常大的占44%。对“不愿意当班主

任”的原因进行深入调查时发现，“任务重压

力大”是首要原因，其次是“付出与收入、地

位不成比例”，同时，班主任也面临着学生难

管等复杂问题。不少班主任在访谈中反映

“杂事太多”“学校什么事情都有班主任的

份”“工作繁琐”。16%的班主任将“班级不

要出事”作为班主任工作的第一要务，忙于

确保学生安全。不少班主任在谈及班里什

么事最让他开心时，出现的词汇较为频繁的

是“学生安全”和“平安”。安全责任大、工作

繁琐、“大包大揽”、班主任津贴低，困扰着班

主任队伍。

据调查，一些学校对班主任的考核按重

要程度依次是：学校班级间的评比、学生综

合素质、班级开展的活动、家校关系，学生综

合素质让位于各种评比。“立德树人”很大程

度还停留在口号上，41.35%的班主任认为

“落实起来有困难”，4%认为“只是说说而

已”，39.51%觉得“作为重要理念可以指导实

践 ”，真 正 认 为 可 以 实 现 的 不 足 两 成

（15.14%）。当然其中有部分班主任自己理

念存在问题，比如，调查中发现仍有2%的班

主任将学生成绩视为其工作的第一要务。

除教书外，在“关注学生的学业指导”方面所

花精力最多的班主任比例逾四分之一。“我

们是被家长和各级排名逼的。”有班主任对

记者说。

此外，目前，班主任专业化问题没有提

到议事日程。绝大多数班主任基本上是在

“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上

岗。初任班主任期间，“摸着石头过河”成

为班主任的主要成长方式。42.77%的班主

任选择“自我摸索、自我学习”，30.84%的班

主任表示是“同行间的相互学习”，18.06%

成长主要靠学校的“师带徒”，而仅有8.19%

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专门针对班主任的相关

培训。班主任上岗培训基本处于缺位状

态，在班主任专业成长中没有发挥其应有

作用。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专业化已成为社

会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班主任工作充满

着复杂性，是一项复杂的实践活动，其工作

本身包涵着对专业性的要求，但目前班主任

专业化地位还未被完全确认。调查中，

94.4%的班主任认为“班主任工作是一项技

术性、专业性强的工作”，认为班主任需要

“专业化”。72.56%的班主任赞同“实施班主

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认为班主任职业资

格证书制度是促进班主任队伍专业化的有

效手段。73.2%的班主任赞同持证上岗。这

是教育教学实践一线的班主任对“班主任专

业化”的真切呼唤。

Ｂ 班主任，不再受青睐？

“看似不是教育，却处处是教育，不经意

间，变化却悄然发生，学生人格健全，精神成

长。智慧班主任，有3个关键词：态度柔和、

方法独特、体验良好。而这一切，都源于对

教育的热爱，爱得有多深，方法就有多好，教

育就有多智慧。”全国百佳班主任、杭州市长

河高级中学教师杨春林的一席话打动了人

们的心。这番话是在 8月 23日至 25日，

2018年浙江弘毅班主任论坛暨第七届浙江

省实验学校智慧班主任研训活动上说的。

本次论坛由浙江省弘毅教育研究院和浙江

省教育学会实验学校分会主办。来自全省

各地的国内教育界著名专家、学者和先锋班

主任500余人与会。

“怎么样的人是智慧班主任，如何成为

智慧班主任”一直是人们热议的话题，也是

这次论坛的主题。浙江外国语学院教授、浙

江省弘毅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李更生认为，

知识和能力是可以学习传授的，而智慧却是

无法传授的，但是智慧是可以激发的。一个

人的智慧可以激发另一个人智慧的生成。

智慧的生成需要一些基本条件，如教育情

怀、实践情境和现代技术的支撑；成为一名

智慧型的班主任也需要具有一些基本标准，

比如，智慧型的班主任首先是一个言行一致

的人，是学生的楷模；智慧型的班主任也是

一个深谙师生关系的人，新时代学生需要不

同角色的班主任；智慧型的班主任还需是一

个懂学生的人，教师只有深刻了解自己的服

务对象——学生，才能成为专业性的人；智

慧型班主任一定是一个好玩有趣的人，有情

趣、有幽默感、真性情，还有一点小瑕疵的人

更能让学生喜欢。

金华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吴惠强则认

为，智慧班主任可以表现为能把自己所带的

班级培养成一个优秀的班集体、能引领家长

成为学校教育的伙伴实现真正的“家校合

作”、能成为班级每一个孩子生命成长中的

贵人；而且还表现为能迅速地在多种实现路

径中选择更为“适合”的、更为“多赢”的道路

并付诸实践，实现班集体建设和班级成员成

长的最优化、个性化和精确化。

的确，无数优秀班主任的经历和实践证

明，唯有那些热爱教育、热爱孩子，并且能够

在工作中执着前行、不拘一格的班主任，才

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收获鲜花和掌声，

获得人生价值意义上的成功。这样的班主

任因执着和坚守，更主要的是因其在普通的

工作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成绩，成就了自

己，也成就了学生。

智慧班主任，他们有爱，会爱，而且能让

学生感受到爱。他们的教育有血有肉，伴随

着喜怒哀乐。与他们对话，读他们的文字，会

让我们觉得班主任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

一种生活、一段精彩纷呈的人生道路。智慧

班主任，无一不是热情洋溢、个性十足的人。

Ｃ 困境，智慧破解

智慧班主任有时看起来是一名“懒惰”

的班主任。课间的时候，“勤快”班主任东奔

西走，扶这个找那个；“懒”班主任喝水休息，

课前准备。排队的时候，“勤快”班主任声嘶

力竭，苦口婆心；“懒”班主任念念“咒语”，整

齐带队。放学了，“勤快”班主任咬牙坚持，

扫这擦那；“懒”班主任发发作业，按时下班，

学生却自动生发。“勤快”班主任就像是一名

救火队员，永远是哪里着火了，急匆匆地赶

去救火。而这“懒”班主任却像是程序员，早

早发现漏洞，打上了补丁。不出几天，“懒”

班主任面对学生依旧神采奕奕，满面笑容；

“勤快”班主任却脸色暗沉，筋疲力尽。这

“懒”的背后，蕴藏着智慧的班规、智慧的奖

励机制、智慧的班干部建设……诸暨市店口

镇弘毅小学班主任蔡白薇这么表述。

确实，只要在事前和孩子们做好约定，

事后及时反馈，那么事中就能做一个“懒”班

主任。这样一次次的强化，最终就能让学生

达成“无需提醒的自觉”。“智慧班主任应该

拥有四心：爱心、用心、耐心、细心。要读懂

家长和学生，修炼自己爱的能力，让孩子喜

爱我，家长敬爱我。做班主任，除了爱心还

需要建立各种规矩与边界！”省十佳智慧班

主任、湖州市爱山小学教育集团教师王慧

说。比如在班级微信群建立之初，就立好规

矩，早晨8点到下午3点，不回家长特别的询

问，避免了很多问题。王慧在微信群中设置

了人人可以参与的“教育漂流瓶”——她从

自己教育实际或者家长的询问中提炼出共

同的问题，让家长参与讨论并引导。一段时

间后，一些棘手的问题就慢慢少了。

发挥家校合力，不做教育独行者是班主

任的大智慧所在。一个有力量的班级一定

是——学生、家长、教师三方构成的团队。

构建“家校教育同盟”，把学校与家庭连成一

体，才能形成教育回路，真正地让教育的电

流流动。杭州天地实验小学教师朱旭艳说，

班主任要懂得凝心聚力，可以号召家长积极

参与“特色团队”创建，以家庭为单位为团队

命名，提炼团队理念，让他们成为团队的重

要力量。班主任更要懂得借势发力，建设

“家长智慧课堂”，让家长走进教室，利用家

长优质资源，开展丰富而有意义的班级活

动。班主任更要懂得借力打力，尽教育之责

要提高沟通艺术，不置自己于家长的对立

面，同家长之心借家长之力，化解学生问题。

面对纷繁的社会新问题，原省教科所所

长王炳仁强调班主任要做学生的人生导师，

要建立良好的班集体，建立集体的目标、方

式、活动。个人利益在集体中受到尊重，做

到“自主、自治、自决、自立”既有统一要求，

又有集体成员的主动发展。建立孩子的认

同意识，建立其对祖国的归属感、民族自豪

感。知祖国之恩，报祖国之恩。南京师范大

学教授桑新民提出步入信息时代，要解放创

造力，让教育技术为班主任工作所用。

杭州市采荷第二小学班主任王春林认为

思想上富有爱心、工作上富有技巧，这两个

“富有”是智慧班主任的特点。而如何成为智

慧班主任？“学习+实践+反思，是达成‘智慧’

的公式”，智慧班主任的修炼路径亦是如此：

“不停地实践，不停地阅读，不停地思考，不停

地写作。”创新实践是班主任工作的法宝。

事实上，受传统“班级管理”取向的影

响，将学生视为“管理”的对象，将班级视为

“学校的班级”，不仅造成了学生班级生活质

量不高，也让班主任整日疲于管理、忙于应

付学校各项事务，整天沉浸在消耗之中。基

于班主任工作状态之现实，亟需促成班主任

工作从“班级管理”定位转向“班级建设”定

位，从“规范学生”的重心转换到“成就学

生”，从“学校的班级”之自觉到凸显“学生的

班级”之意识，使学生的班级生活回归到学

生发展的立场，助力班主任在自己的工作中

能够实现成就学生，成就自我。

要取“智”于生，为我所用，既解放了教

师，也成长了学生。考虑的出发点是让学生

主体参与，教师退居二线，对问题的分析、解

决少了因面对问题而产生的戾气，也少了因

彼此身份立场的对立而产生的情绪，学生在

思考、协商、互动的过程中，解决了问题，提

升了能力，同时也避免师生冲突，和谐了师

生关系。如杨春林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共性

问题，就让学生撰写研究报告，找出原因，制

订对策。比如发现学生常常迟到，就让学生

撰写《睡懒觉研究报告》，让学生形成自己的

思考、原则、理念，来指导自身的行动。

Ｄ 圆融，不做教育独行者

编者按：今年年初，《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

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颁发，对造就党

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专业

化创新型教师队伍，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了新

的要求。班主任是教师队

伍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见的

颁布对该群体的专业化智

慧化指明了方向。开学在

即，如何做好学生人生的引

路人，智慧开启班主任工

作，本期我们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