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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刚刚过去的三年班主任历程，真是五味杂陈。 2018 年 8 月，老二刚满一岁，接到

学校的通知，担任七年级九班的班主任。

班主任是个很特殊的岗位，是学校全面负责一个班的学生思想、学习、健康和生活等

工作的教师，是一个班的组织者，领导者和教育者，也是一个班中全体任课老师教学、教育

工作的协调者，更是沟通学校与家长的桥梁。

刚接触到这个班，整个状态就是乱。学生没规矩，四处乱蹿；上课纪律差，乱接话茬，

交头接耳，小动作不断；更有甚者，一名男生在课堂上居然下座位溜达，问他干什么，回答

是没干什么，且一脸茫然。任课老师一见我就诉苦，同事见我就夸“运气好”，最让我爆跌

眼镜的是第一次月考二十个班我们班居全校倒数第一，比倒数第二名总评分低将近 20 分，

班里的第一名在年级排到一百八十名，前四百名仅有五个。人到中年，精力不足，孩子小，

负担重，面对这样的班级，真的是想打退堂鼓。但是望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终究是没有后

退。

回想这三年，有心酸，有挫折，有成长。现将三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反思如下：

一、坚守岗位，树立榜样。

面对散漫无序的班级，我选择了最笨的方法:坚守。每一节上课前，我都提前 5 分钟进

班，一开始，学生毫无反应，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我深知，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养成的，改变

也不在一刻，而苛刻的批评对这样的孩子也基本不起作用。我就只是站在讲台上，去发现那

些坐姿端正，能够安心学习的同学，并大声表扬：早读时，我就大声表扬某某某同学读书专

心，某某某读书声音大；上课前就表扬某某某同学坐得端正，表扬某某某同学提前预习……
并把名字写在黑板上，拍照发到家长群里。我发现榜样的力量真的是很神奇，教室里越来越

安静了，孩子们知道该干什么了，进班知道坐位上了，早读能张开嘴读书了，上课前能进入

学习状态了……最难管的是午自习，小学时大多数孩子都是走读，午自习不习惯在教室休息，

秩序异常难管，我向学校申请了值周一到周五的午自习，这一值，就是三年。

二、关爱学生，赢得真诚。

关爱学生是教师之本，更是班主任之魂。这是培训时王发奎老师说的，我相信，大多

数老师也是这样做的。孩子的心是多么敏感呀，哪怕是一点点善意都能换取他们的信任！

我常常给学生讲：作为学生，我们在校的时间比在家的时间要多，跟老师相处的时间比跟

家长相处的时间要多，人都是有感情的，相处的时间长了，自然是感情很深的，不要刻意

的跟老师拉开距离，老师尤其是班主任就是学校里的妈妈，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帮助都

可以找老师。七年级的孩子比较爱动，常有学生的衣服刮破，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常年

备着针线包。

学习习惯差的孩子，大多是家庭问题比较大，班上一个孩子特别顽皮，多次在课堂上

跟老师发生冲突。一次在学校生病，通知家长接孩子，孩子奶奶脾气很暴躁，接到孩子后

大声斥责，孩子耷拉着脑袋一声不吭，我看得心疼，忍不住上前拍了拍孩子的肩膀，劝说

奶奶赶紧先带孩子看病。第二天孩子返校后见到我显得很难堪，我把他叫到办公室，问他

家里的情况，他低着头不肯说，我拍了拍他，只说了一句话：不管怎么样，都不是你的错，

你要好好生活学习，要对得起自己。自此，这个孩子再也没顶撞过任何老师。

一段时间后，班上的纪律明显好转，但午自习还是不敢离开教室半步。从放学到午自

习上课只有 50 分钟时间，我常常是回家做完饭顾不上吃就赶紧去学校，有一次因家里有

事耽误晚去几分钟了，结果真是大闹天宫。进教室后，我没有出声，等学生安静下来，我

只说了一句话：“我还没吃饭。”学生惊奇地看着我，我接着讲，“爱是相互的，我把每一个



同学当孩子爱，可我也有自己的孩子，每天我都要在放学后回家给孩子做好饭然后把自己

的孩子丢家，顾不上吃饭就来学校看着咱们上午自习。如果咱们的妈妈吃不上饭咱们会不

会心疼？”说完后，几个女同学流泪了，捣乱的都惭愧地低下了头。后来，不知道谁在我

办公桌上放了张纸，上面写着：老师，请您吃过饭再来上课！自此，午自习一片静悄悄。

三、制定规矩，严格遵守。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班级的管理的前提是制定规矩。这里，区分两个概念。严格与严厉。

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有必要弄清这两个概念。严格是原则，是价值观，是对是非的判断，

有一套教育的准则；严厉则是愤怒，以情绪为主导的教育，情绪失控，这样只会让孩子压抑

过多负面情绪，还是不明白我该如何做，不利于孩子成长。所以，班级管理的前提就是制定

规矩，并严格按照规矩执行。

我们班的规矩就是没有过多的规矩---学校已经从方方面面制定了规章制度，学生只需遵

守学校制度即可，我要做的是和全班同学一起商定如果违反了这些规章制度该接受那些惩

罚；做得好，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关于惩罚与奖励，我的看法是：奖励也好，惩罚也好，都

是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奖励是为了鼓励孩子有进取心，这是大家都喜闻乐见的；而惩

罚却常常受阻，对此，我常常这样譬喻：孩子就像一棵小树苗，在成长的过程中，风来了，

雨来了，小树歪了，横生枝节了，我们在斧正的时候 必然会使其伤筋动骨。但我们可以看

看，哪一棵参天大树身上不是疤痕累累？倘若我们不去纠正，这棵树就只能歪脖儿，杂枝丛

生。所以有教育的地方，必然有惩戒，惩戒是为了让孩子减少犯错误。

当然，作为班主任，在学生要面前尽可能保持平静，不随他的行为和情绪波动；同时，

要不停的重复规则，让他清楚的知道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什么是重要的东西，什么是不

重要的东西。孩子做的对，就要强化鼓励，自己做错事，要自己负责。

四、家校一致，借力家长。

家校合作看似是学校与家庭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真正的实施者是教师，尤其是班主

任，班主任无疑是家校关系的一个纽带。能否处理好这种关系，小的方面来讲决定着一个班

级管理能能否成功，大的方面来讲关系到家庭与学校能否和谐相处。

没有信任，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作为班主任，首先要与家长之间建立起信任，尤

其是家长对老师的信任，一是便于工作的开展，二是信任本身也是一种情感，很容易传递，

家长的信任更容易传递给孩子，孩子会更愿意和老师亲近，所谓：亲其师，信其道；尊其师，

奉其教。

一直以来，我们企盼的家校关系是和谐的，而事实上二者的关系是很微妙的。在家长和

老师之间有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既叫孩子又叫学生，这是个很复杂的群体：他们单纯、善

良、天真可爱， 但又自私、狡黠、充满阴谋。他们周旋在老师与家长之间，揣测着家长和

老师的心思，恰到好处的拿捏着双方的尺度，以便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他们的这点小

心思，很容易让老师和家长产生误会，从而离心离德。

作为班主任，我常常这样跟家长沟通：我们原本只是茫茫人海中的陌生人，是孩子让我

们建立了一种很独特的关系：家长与老师。家长是孩子的养育者，老师是孩子的教育者。从

本质上来讲，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我们不是对立的，而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我们共同的

目标是孩子成长，这是一种团结协作的关系。 孩子的成长是家校配合的结果，可以这样理

解，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是孩子共同的支撑，孩子的进步是家校并举：一只脚踩在家

长的肩膀上，一只脚踩在老师的肩膀上，任何一方缺失，损失必然是孩子。用前苏联教育专

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来讲：“教育的效果取决于学校和家庭教育影响的一致性，如果没有这

种一致性 那么学校的教学和教育过程就像纸做的房子一样倒塌下来。”

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过去的三年，我与班上的家长相处得很愉快，家长很乐意配合孩

子的教育工作。



五、设定目标，不断进步。

没有不想学好的孩子，只有不会学和能力不足的孩子。跟学生在一起时间长了，就会发

现，班上真正痛苦的不是用功学习的学生，而是学习困难户：学习困难、跟不上、学不会，

还得一天到晚待在教室遵守纪律，真的是一种煎熬。学校是接受教育的地方，教室是学习的

场所，精力不能用在学习上，必然会用在不该用的地方。班上学习吃力的还很多，这是很头

疼的事情。针对这种情况，我专门开班会，首先解除学生思想上的顾虑，告诉孩子：成绩不

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五根手指不一样长，但各有优势。但是，作为学生，在应该学习的

年龄，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职责。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同学都是第一名，但是我们不能没有

志气，只要我们跟自己上一次比有进步就行。并结合每个学生的情况，制定了可行的目标。

每一次考试结束，我都要熬夜整理出每个孩子的进退步情况，通知到个人，帮助他们分析原

因，寻找恰当的学习方法。有了目标，有了方法，越来越多的孩子能坐下来了。

到了九年级将近中招，一些学生觉得中考无望，开始懈怠。这个时候，我告诉他们：战

场上，几个小时就可以改写历史；考场上，几十分钟就可以决定命运；手术台上，几分钟就

可以决定生死。而我们离中考还有很长一段时间，为什么不去搏一把？哪怕失败，总比后悔

要强得多！在一点一点地鼓励下，所有的孩子都能坚持学习到考试结束。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只要道路是对的，就不怕远。老师的一生，是

平凡普通的一生，但只要我们走过，总是要留下痕迹的！

以上是我对过去三年教育教学工作的总结反思，不当之处，敬请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