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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初中班级管理对实现初中学校教育目标,完成教学育人任务,起着极其重要作用,

它不仅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更是学校管理中的重要一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社会

趋向，在寄宿制的条件下，学校的教育管理理念对学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笔者工作于太原市 M学校，学校学生管理难度大，学习基础差，面对一系列管

理问题，太原市 M学校推出包班制管理方式，取得了良好的管理效果，本研究从案

例学校初中班级管理领域的现状入手，论述包班制在案例学校班级管理实施研究提

出的背景和意义。以定性观察的研究方法，得出案例学校的初中班级管理难度大的

研究现状。再分析出案例学校班级管理问题层出不穷的原因主要是没有一种有效的

实施方案，进而结合包班制应运到班级管理优势明显的特点，得出包班制研究需要

深入到班级管理教育领域的结论。随后，再运用行动研究法，结合具体班级管理实

践，总结出包班制在寄宿制学校班级管理的实施方案和实施不足。

在对案例学校做出介绍及分析后，指出其现存的管理困境及推行包班制管理方

法的必要性，案例学校目前学生基础差且长期厌学，学校管理秩序混乱，学生对管

理持敌对态度，单纯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有限性，学生获取有效关注的发展需求等，

太原市 M学校在负担合理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的指导下，从主体结构、职责要求、规

模设置、课程设置、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包班制设计，出现了较好的管理效果，包

班领导职责明晰化、包班教师工作积极性提升、包班学生管理效果明显上升等。

包班制在案例学校实施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如课程内容有待进一步特色化，

包班主体任务过于繁重，包班主体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

完善等，为此，要想提升包班制在寄宿制班级管理中的实施，就要提升校本课程教

学探索，合理划分包班教师任务，提升包班教师管理能力，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等。

关键词：寄宿制学校；包班制；班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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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nagement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lass play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role in realizing the goal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and
completing the task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It is not only a
systematic educational project, but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school
management. Under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diversity, the educational
management concept of boarding schools has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author works in M Middle School. The students in this school are
difficult to manage and have a poor foundation. In the face of a series of
management problems, Mingde Middle School has introduced a management
system and achieved good management results. This study begins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field of case school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and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ystem in
the case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implement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observation method, this study draw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junior high school class management in the case school. Then analyze the
problem of the class school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case of the school.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no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plan, and then
combin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lass management system to the class
management advantage, and conclude that the study of the class system needs
to go deep into the field of class management education. Then, using the
action research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class management,
summed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ackage system in boarding school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lack of class management.

After introducing and analyzing the case school, the article points out its
existing management dilemma and the necessity of carrying out the
management method of the package shift system. At present,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case school, such as poor student base and
long-term weariness, disorder of school management, students' host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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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itude towards school management, disadvantages of pure class teacher
manage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students to get effective atten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inciple of reasonable burden and the principle of
integrity, the middle school designs the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main body
structure, duty requirement, scale setting, curriculum sett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so on, and gets better results, including the clarity of leadership
duty. The working enthusiasm of the teachers was improved, and the
management effect of the students was obviously improved.

There are also many problem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such
as the curriculum content needs to be further characterized, the main task of
the class package is too heavy,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class package
subject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the evalu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so on.To this end,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hifting system in the boarding class managemen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of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ationally
divide the tasks of the classroom teachers, improv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of
the classroom teachers, and construct a reasonable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Boarding school; Class schedule; Clas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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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1.1 研究缘起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育人在促进国家富强、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处于优先地位。在目前的教育体系中，初中作为介于小学和高中的中间环节，

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初级中学时期是受教育者强健体魄、增长学识的重要阶段，

还是培养优良习性的关键阶段，对受教育者的终生都将产生深刻且长久的影响。因

而，初级中学班级的治理在中小学教育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初级中等学校在

完成育人目标及教学育人任务的进程中，班级治理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既是

校园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还是一套体系化的教育工程。初中班级的科学治理，

有利于班级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并有利于受教育者身心多方面、协调的成长。

寄宿制学校的受教育者会在校园中的逐步形成自身的德性评判和举止习性，且

班集体是作为培育德性品格和举止习性的主要场所。寄宿制学校受教育者在校时间

长，唯有周末方可回家，班级责任教师在班级治理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科目

老师通常只承担科目教学的责任。但在初级中学的教育进程中，仅依靠班级责任教

师的个人力量是远远不够。在社会越来越多样化的现状面前，育人任务愈发沉重，

在寄宿制的校园模式下，在校生极易受其所在校园育人观念的左右。探究寄宿制校

园初中班级治理中的实际难题能够充实相关理论，同时能够引导初中班级治理的科

学实施。包班制是一种在小学阶段探究比较详细及深刻且效果灵验的治理方案。运

用文献法搜索、搜集并梳理材料，不难发现包班制在班级治理中的实践探究已涉及

到教育领域，却没有延伸到初中阶段班级治理探究中，极少探究包班制对寄宿制学

校的班级治理及育人效果。

笔者在太原市 M 学校任教，大部分在校生是外来务工子女，家里没有人照顾且

心理或家庭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问题。在该校的受教育者中有厌学、沉迷于网络、

孤僻等难题，更有甚者存在着犯罪心理举止的“问题学生”。因此，在当前寄宿制

校园的班级治理中存在种种治理困境，导致不仅增加了班级责任教师的责任，而且

治理结果不尽人意。为了推动受教育者治理任务的进程，我校采取了“包班制”治

理方案，校长作为包班主体，率领班级责任教师及学科教师协同实行班级治理，对

在校生施行无缝隙治理，指引在校生遵循校园治理章程，建立合理的治理认识，历

经一学期的坚持，包班制治理方案在 M中学获得了良好的成效。以上述实际状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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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笔者针对该课题开展探究，以探究包班制在初中时期推广的科学方案。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课题对包班制的内涵、特点、优势展开阐明并提出其在寄宿制校园班级治理

中的实践计划等，有利于充实“包班制”这一领域的理论范畴，拓展校园治理，尤

其是初中班级治理、讲堂讲授治理、在校生成长等领域的探究视阈，它有很强的学

术价值和理论建构意义。

1.2.2 实践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深刻剖析当下初中时期个案校园“包班制”的实际状况，

提议改善策略，亦可为校园实行“包班制”给予实际经验及策略征询；同时，“包

班制”的实践状况在校园整体办学效果及育人效果层面发挥着直接且决定性作用，

改进“包班制”亦可提升育人效果，促使在校生的多方面成长，在基础教育全过程

亦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与此，以“包班制”此视阈为基础，让班级治理不仅仅有

班级责任教师，学科任教教师也参与其中，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班级责任教师的任务

量，同时在寄宿制校园班级治理中进行一些践行项目，总结出一套科学引导寄宿制

校园班级治理的方案。

1.3 研究现状

1.3.1 国外研究现状

虽然各个国家就“包班制”的育人形式而言，其名称、规范不太一样，但班级

教育治理模式却如出一辙。鉴于此，各个国家急需处理难题就是对“包班制”育人

方案进行改善以便科学的组织教育治理。在查阅“包班制”有关文献材料的进程中，

笔者发现美国初期“包班制”的雏形，即教育者们希望以维持原班级讲授制的卓越

性为基本，与此同时摆脱其自身的局限性，可有效地进行教育行为。19 世纪末在美

国早期的“包班制”育人方案就已出现。如：巴达维教育法即一个班级有两位老师

负责，教师把讲授的时间一分为二，一部分由校园的其他教育者给全部在校生授课，

另一部分由单独的教育者为单独的在校生及需辅助的在校生“因人而异”地开展辅

助。当下在美国小学的低年级大多数选择“包班制”的育人方案，且各个班级均由

多数教育者共同负责，其中治理班级的老师一名。各个班级仅有一名不变的教育者，

该教育者讲授在校生全天的授课内容，如英语、历史、数学等均由该教育者讲授，



第一章 绪 论

3

跟“包班制”育人方式相同，由一名教育者全部讲授该班级全部教育内容，“包班

制”教育者须无一不知方可进行授课。此外，还需一位其他班级或者高年级的在校

生担当志愿者参与其中。志愿者们须达成小学阶段相关的志愿者内容。志愿者亦可

辅助教育者收拾书本、传送材料等任务，志愿者每天将抽出半个小时去辅助教育者。

另一种志愿者任务为辅助并指引特殊群体，此类志愿者共有两种：第一种分为两类

一是由区教育局按计划部署的教师，此种志愿者频率为一周一次或几次，此类志愿

者面向全区特殊群体，如唐氏综合症、智商非正常等在校生。二是由校领导自主部

署，此种志愿者大多数由校领导聘用且拥有相关证书。各个班级里的特别在校生，

均由此种志愿者进行引导，此种志愿者须完成专业核查，获得专业资格证明方可任

职。第二种即在校生的父母，此类志愿者通常辅助教师批改作业、收邮件、照看特

别在校生等，很大程度上去校园辅助教育者成为全体公民的义务。

英国小学亦选择“包班制”的教育方式，同样由一名教育者承担班级全部的授

课和工作。所有班级均有一名不变的助教和几名因科目需求而匹配的变动助教。助

教们经常以在校生的学习现状为根据选择分层讲授，每天从上午或下午选取不变的

时段开展单独辅助。但在上述“包班制”教育中班级全部授课工作并非仅由一位教

育者来完成。在许多“包班制”教育方式的班级中，有时不全是一位教育者，更有

甚者在一次讲堂里，教室里将教育者除外仍有三位指导教育者，他们各司其职，如

布置讲堂；有两名为专业辅导人员，其专门帮助特殊在校生。由上可知，各国包班

制的布局模式如出一辙，但具体落实方法因人而异。怎样摸索一套适应当下我国国

情的包班制，仍需深入探究。

1.3.2 国内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者在“包班制”的探究大部分集中在形式、实施原因、影响、改进

措施等方面。

（一）“包班制”的形式

传统“包班制”指一位老师承担一个班级全部教育和治理任务，且在小学阶段

一直施行“包班制”，“包班制”亦可叫做“班级负责制”，包班教育者被叫做“班

级主任”或“责任老师”，蔺国霞在《中学班级管理现状调查分析与研究》一文中

指出，包班制管理模式下，教育者承担该班级全部学科的讲授和平常生活引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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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教学及安排班级节目的等任务
①
。

目前伴随经济的增长及育人观念的革新，传统“包班制”已渐渐被摒弃，当代

“包班制”倾向由一名教育者负责该班级重要学科的讲授任务，其它专业学科由专

门教育者承担。韩妍在《中学班级管理制度研究》一文中指出，在讲授任务之外，

包班教育者简直“包办”在校生的全部，如入学登记、课程设置、家校交流、安排

各种节目等
②
。有些学校小学教育者不与班级共同升级，即选择“学年更换制”与“包

班制”相融合的方法，“包班制”亦可叫做“教室包干制”。刘丽琴在《高中班级

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一文中指出，近年来，一些发达地区如上海、北京等对“包

班制”的育人结构模式实行了调整，选择“班级责任制”与“专科”教育规制相融

合的方法，小学阶段整体还采用“班级责任制”，但个别科目如：音乐、手工及家

庭等是专业教育者的职责，一些学校开始试验在小学中高年级阶段施行“分科制”
③
。

（二）“包班制”的实施原因

在优秀观念的指引下，实行“包班制”是一次教育领域的未来革新。王慧萍在

《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④
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包班制”共有两

类：一是在西方发达国家相关经历基础上开展的试验，如深圳、北京等；二是乡村

区域的“包班制”，此类“包班制”与优秀观念并无联系，仅作为一种无奈之举，

其缘由极其繁杂。主要缘由是农村区域教师短缺，在偏僻农村区域，因基础设施差，

一所学校仅有少数老师，该校师资短缺，只可把一个班级所有的授课和治理任务派

给一位教育者，因而“包班制”由此诞生。梅志华在《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

与探索》
⑤
一文中指出，农村教育规模小是实施包班制的重要原因。第一，伴随快速

的城镇化步伐，愈来愈多的留守在校生能更易融入城镇，因而乡村的留守在校生日

益减少。第二，受地理环境、交通条件、想法认知、经济发展等许多要素的制约，

导致多数乡村校园不能“撤点合校”。多数偏僻农村校园全部学生总数在三十之下，

甚至有一师一校的现象。第三，农村区域缺乏物质资源。最近几年在乡村教育领域

国家投进巨资，改良乡村教学环境，但仍有部分偏僻学校的教育环境未获得显著提

高。基于农村校园有限的硬件教育设备，“包班制”在相对程度上能缓解对教学材

①
蔺国霞.中学班级管理现状调查分析与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

②
韩妍.中学班级管理制度研究.辽宁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

③
刘丽琴.高中班级管理问题与对策研究.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④
王慧萍.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⑤
梅志华.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教学与管理.2016,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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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倚赖，且能增加对资源的节约。可见，“包班制”是降低当下农村区域资源短

缺的必然之举，也是一种无奈之举。

（三）“包班制”的影响

教育价值作为教学改革和教学活动无法规避的难题。从历史角度审视，在教育

巨大改革阶段，民众常常以教育价值为契点对其开展批评。对教育价值的评判，目

的是重新了解其意义和宗旨，并在此基础上确立新的准则、模式甚至方法。因而，

明晰“包班制”的可操作性主要始于表明其意义。但实际中学术界关于“包班制”

的认同度因人而异，一些人着重重申其意义，一部分侧重阐明其欠缺之处，较具标

志性的观念有：王慧萍在《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①
主张“包班制”

亦可填补“班级讲授制”及“科任制”的欠缺之处，可更科学地尊重在校生的差异

性，全面表达教育领域“以学生为本”的理念，有助于贯彻施行新课改的观念；米

括、房永霞在《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
②
一文中主张“包班制”

有助于推动在校生多方面、和谐地发展，有利于在校生的独特性成长；顾金玲主张

落实“包班制”有助于各科间的整合，将会弱化在校生的压力，促进对在校生的多

方面评估；李晓娟等主张在培智校园推行“包班制”，教育者共同教育，从时段和

成果两个方面均实现了增加效率的宗旨；蔡文玲等主张在培智校园推行“包班制”

是大势所趋，有助于多方面理解在校生，让全体在校生能“雨露均沾”，进而有计

划地对在校生开展单独教学和分类教学。张静在《浅谈如何提升初中班主任的班级

管理质量》
③
一文中指出，“包班制”有碍于教育者专业化的趋势，且可催化教育者

出现岗位懈怠；李莲桂在《浅谈班主任班级管理—搞好班级管理是提高学习质量的

重要前提》
④
指出在农村推行“包班制”，不仅让教育者任务繁重身心俱疲，且有碍

于教育水平的提高；梅志华在《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
⑤
中指出，教育

者对“包班制”看法呈悲观趋势，对于在校生，易对教育者出现审美疲乏，导致在

校生学业上表现欠佳，于教育者来说，同领域学习的条件不足，易出现对在校生的

固定思维，他指出，多数教育者认为非专业科目授课存在诸多难题，主要表现在对

教材剖析与治理、教育手段的选取、习题的安排等方面，且教育者皆表明压力很大，

①
王慧萍.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②
米括、房永霞.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长春大学学报,2017,1,29.

③
张静.浅谈如何提升初中班主任的班级管理质量.好家长,2017,07,114.

④
李莲桂.浅谈班主任班级管理—搞好班级管理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前提.学周刊,2012,31,69.

⑤
梅志华.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教学与管理,2016,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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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类包班教育不抱有期望。

（四）“包班制”的改进措施

国内学者为最大程度实现“包班制”价值，避免其短处，相继提议了不同的改

善方法，主要体现在：

梅志华在《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
①
在关于“包班制”的改进中，

提议了如下方法：从学科整合入手，协调学科整合与分工发展，即调整相应学科的

课时数和学业类型；采取“单科多用、多科综合”的科目运行方案，即加快各个科

目间的交流、整合，让讲堂授课由紧闭走向开放，运用当代媒体营造欢快、活泼的

讲堂气氛。李莲桂在《浅谈班主任班级管理—搞好班级管理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

前提》
②
关于班主任包班管理发表了有建树性的观点：国家加大对班主任包班管理的

财政支持力度，配备先进设施；强调对包班教育者的岗前训练、校本培训；勉励教

育者参与授课内容的深挖与革新；引导教育者开展“反思性”教育；与教育者现实

状况相融合，科学设置授课工作。王慧萍在《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

究》
③
主张“包班制”的改善措施可以弱化教育者压力为始点，采取“一主教一副教”

的合作教育方式；提升包班教育者的薪资；“包班制”的教育组织模式仅停留在小

学低年级阶段。 米括、房永霞在《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
④
主

张“包班制”的改善方法不仅涉及教育者培训、校领导任人唯贤、增加资金投入等，

着重提出了要以“全面成长，学有所长”为目标，增强教育者为人师表的影响力。

（五）对已有研究的评价

经过整理国内外“包班制”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小学中“包

班制”已具有较为完善的体系及运作过程，以后的探究倾向即深入丰富“包班制”

的运作过程，处理践行过程中产生的难题。而我国目前还居于理念探究与试点测验

程度，以后的探究倾向即着重于培养“全科型”教育者、探究“包班制”模式、全

局策划“包班制”下的学业科目等。

“包班制”作为教育界的全球潮流，可实现教育基本性、启迪性、总和性、基

础性的要旨，但现实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在校生不能驾驭所学知识、授课过程不

①
梅志华.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教学与管理,2016,02,36.

②
李莲桂.浅谈班主任班级管理—搞好班级管理是提高学习质量的重要前提.学周刊,2012,31,69.

③
王慧萍.中学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内蒙古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

④
米括、房永霞.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长春大学学报,2017,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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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凑、老师负担重等。因此，在试行“包班制”时要斟酌当地现实状况，切勿“一

刀切”。但笔者以为，未来教育界必然是“包班制”，“包班制”是否可以成功推

广的因素即相关教育者的培育及选拔，因此在“全科型”教育者的培育进程赶上之

前，须增强对任职教育者的跨专业培育，加大其知识的广泛性与整体性。但当下国

内的探究与实施存在一些缺陷，在理论上，部分关于“包班制”的认知太过片面，

未成体系；过分重视“包班制”实践的难点与缺陷，忽视其意义；改善“包班制”

的措施过分宏观，可实践性差等。就实行来说，推行“包班制”的校园大部分是发

展落后的农村，不能够树立模仿的榜样；包班教育者的聘用过分随机，欠斟酌教育

者、在校生及家长的看法，且导致包班教育者压力太大等。因此，我们要坚持在理

论与实行层面开展相关的深究。

1.4 核心概念界定

1.4.1 包班制

1988 年，《美国小学的内部教学组织》文章中郭玉贵最早对“包班制”概念进

行了限定：“包班制”作为横向教育模式的一种基础方式，分为两类即：传统“包

班制”与当代“包班制”，传统“包班制”即由一位教育者负责该班级所有授课任

务。最近几年，传统“包班制”已渐渐被摒弃，当代“包班制”倾向由一名教育者

负责该班级重要学科的讲授任务，其它专业学科由专门教育者承担，二者协同承担

该班级的全部教学任务。另外，有一些较有标志性的看法：彭虹斌把“包班制”概

念界定为一位教育者负责一个班级，同时负责该班级所有授课和治理工作的一类班

级治理模式。 米括、房永霞在《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
①
指

出“包班制”指一个班级由两到三位教育者构成一个基础育人机构，全面负责该班

级的平常授课、日常规章制度和在校生生活治理等任务的新班级育人方案。梅志华

在《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
②
一文中指出，包班教学以发掘小班化教学

并认同在校生个性化为前提，经过改进而创设的“新班级”育人方案，一般由二位

同一班级的教师承担所有授课和肩负治理任务。刘长海认为包班教育为所有班安排

一或两位主任教育者，承担该班重要学科的讲授任务，其它专业学科由专门教育者

承担。

①
米括、房永霞.培智学校包班制教学的利弊分析与对策研究.长春大学学报,2017,01,29.

②
梅志华.小学教师“包班制”的试点与探索.教学与管理,2016,0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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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不同学者关于“包班制”的内涵观点不一，其一般被界定为一种将

教育与治理融为一体的育人结构模式、班级治理模式或班级教学方式；“包班制”、

包班教育、包班教学的内涵大体一致，无根本区别，包班教学侧重班级授课工作，

把班级治理工作排除在外。本文把“包班制”区分为两类方式，一是典型“包班制”，

即因为师资不足、条件困苦等缘由，由一位教育者负责该班大多数或所有教育和治

理任务的育人结构模式；二是当代“包班制”，即以学业综合化、讲授多样化、评

估多元化等优秀育人观念为指引，由一或两位教育者负责该班重要学科的讲授任务，

其它专业学科由专门教育者承担，二者协同承担该班级的全部教学任务。本论文是

以当代“包班制”的概念为基础而展开。

1.4.2 寄宿制学校

寄宿制学校：通俗来说寄宿制学校即可以投宿的学校，和普通校园的最主要的

分别就是给予留宿。寄宿制校园的在校生白天在讲堂学习，课间有空闲时间可自由

支配，有时校领导会安排一些节目，放学后允许不回家，可在校园宿舍中留宿。寄

宿制学校不允许在校生留宿，且给在校生供应伙食等基本生活服务。在留宿阶段，

全校师生协同参与教育活动，一起在校园这个大家庭中生活，校领导通常要为在校

生安排专门的生活负责人，生活负责人为留宿在校生给予生活方面的辅助。但普通

校园没必要为在校生给予伙食和宿舍等生活服务，因此留宿制校园肩负起了更多的

任务。

1.4.3 班级管理

管理一般指的是利用规划、指示、调节、管控及革新等方法，与人、财、力等

相融合以实现既定宗旨的过程。班级治理尤指在校园的范畴中的治理，学者贺乐凡

认为班级管理是“校园治理者经过班级责任教师的带领和在校生的踊跃参加，使该

班的所有在校生构成有一致目的，有严谨的组织，有科学的言论，有常态的行为交

流，有充沛的战斗力的团体，并让班级成为教学、治理的主要的治理活动。”劳凯

声主张：“班级治理既囊括校级领导对班级的治理，又包含班级责任教师对该班的

治理，还包含在校生的自我治理。班级责任教师对班级的治理即，班级责任教师依

照教学目的及校级教学规划的条件对班级开展组织、指引、调节、管控，确立和成

长为班级团体，以全方位达成班级治理的宗旨。”笔者较认同劳凯声的观点，因他

的逻辑思维是依照管理内涵，明晰了初中班级和班级治理内涵后，推论出初中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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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内涵是完全可能的，即校级领导、管束人员、班级责任教师依照初中教学宗

旨和教学规划的要求，对初中班级(在校生)开展组织、指引、调节、管控，确立和

成长为班级团体，以全方位达成班级治理的宗旨。

1.5 研究方法

1.5.1 文献研究法

笔者经过查找相应文献、知网的相关期刊、硕博论文以及浏览相关院校官网等，

收集并阅读“包班制”相应的研究成果，其次将对相关文献开展整理、分类和概括，

找到其对本研究有价值的部分。

1.5.2 案例研究法

本论文将太原市 M学校作为探究主体，选择多个个案深究，搜集较多“包班制”

的案例，将其客观描述并客观阐释，从而归纳出此类案例的异同点，从而为本研究

在可操作性层面给予一定的经验。

1.5.3 访谈法

访谈法是本研究运用的主要探究方法，笔者对太原市 M 学校的包班主体和在校

生开展谈话，了解访谈客体的方方面面，得到其内心的观点。笔者请求任职于低年

级包班教育者，通过再现、录音的方法将对身边的教育者们、在校生进行的谈话进

行分析、记录，通过认真的辨析，从中明确在实践经过中遭遇的种种难题，以便奠

定本研究开展施行建构的稳固基础。

1.5.4 问卷调查法

笔者以现实状况为依据针对需深究的难题编写教育者问卷。由于笔者自身情况

的缘由，笔者选择了太原市 M 学校的教师和在校生开展了问卷调查，在对教师的调

查中，笔者趁学校会议期间，将问卷发放到教师办公室，当场填写，共发放了 11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100 份，有效率 90.9%。在对学生的调查过程中，共发放问卷

323 份，回收有效问卷 300 份，有效率 92，87%。

问卷的问题设置中，以选择题为主，少量主观题，问卷在设置相关问题后，笔

者交给专家与导师审阅，去除了与本文调查主题联系并不紧密的题，并在小范围施

测后，听取相关意见作出删改调整，最终保留教师问卷共 15 道题，学生问卷共 13

道题，作为本文调查依据。最终经过整理探究收集的问卷，发现当前推行包班制的

真实结果和相应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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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寄宿制学校班级管理理论基础

1.6.1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1943 年由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主张的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它是行为科学理论之一。这本书把人的需要从低到高似阶梯

一样分为五类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该

理论认为每个人都具安全、生存、自我实现、尊重、归属和爱的心理需求。教育心

理学指出，处于身心快速成长时段的中学在校生尤其期望得到敬重、认可、自立，

他们特别需要较多的成长空间和行为独立权。校园和班级是充实在校生且教育在校

生的主要场合，在校生在校园和班级里的所有举止，均需班级责任教师予以放权。

实际上，只有班级责任教师营造出充实在校生的归属感和自尊心的课堂气氛，方可

使在校生真真切切了解到班级文化的意旨和价值。假如在校生在班集体中不能被接

受和认同，不能对他人产生相关的作用，极易出现自卑情绪。实现班级治理模式的

优化需把满足在校生动态成长的内心希冀为基础宗旨，指导全体班级人员均主动参

加到班级治理进程中，增多在校生间的学习互动、共学共享、互相尊重频率，方可

从根源上满足受教育者的基础需要。

1.6.2 主体教育理论

该理论最早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是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教学启迪理论，它真

实地实践了育人的意义和真理。苏霍姆林斯基主张育人须是自我教育，其基本准则

为受教育者的全方位发展，需遵循在校生的自身研习和自身教育的基础准则，需教

育者指导受教育者，以此达成受教育者自身思想的醒悟。因而坚守受教育者为第一

位的教学准则，让受教育者确确实实成为研习的主体和班级治理的主要力量。只有

斟酌受教育者的情绪请求和自主要求，才可将育人实实在在践行受教育者的内心，

取得育人效果。所以，班级责任教师应将任务着重侧重于怎样指引受教育者主动研

习意识的发挥，让受教育者积极面对育人的磨炼和锤炼，使其做自身的主人，做班

级治理的主人，做自身将来成长的支配者和主控者。

1.6.3 人本主义理论

美国当今心理学其中之一代表流派即人本主义理论，其创立于心理学家 A.H 马

斯洛，当代杰出人物有 C.R 罗杰斯。人本主义侧重突出人的自尊、意义、缔造力和

自身兑现，潜力的表现为人的本性的自我实现，潜力的本性与本能相似。该学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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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功绩为发现了人的内心与其本性相一致，认为心理学研究的始点须为人的本

质。该理论侧重于爱、缔造性、自身发展、使命心等内心品格和人格特点的培养，

对当代教育影响深远。

“人本主义”的育人理念作为开展班级治理的指导理念，是时代变化的结果，

它认为班级治理的始点为受教育者成长，适应受教育者的天赋、挖掘受教育者的潜

力，全程、多方面地关注受教育者的成长。受教育者作为班级治理活动的主要人员，

是精髓和能量，须充分激起受教育者的自主性、缔造性，要培育主体的缔造能力，

发掘主体的潜力，要指引主体如何做人、生活、研习、团结。要打破典型的“以教

育者为核心”的班级治理方式，确立以“受教育者为核心、为基本”的班级治理方

式。在班级治理任务中，要建立“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

的观念，顺应将来社会对各种精英的需要，以受教育者的成长为根本，踏实推行素

质教育，观点需与时俱进，让受教育者变成班级治理的号令者，所有班级活动均要

经过受教育者主动考量及谨慎践行。笔者以为，班级治理的以人为本的应包含两层

内涵：一是重视受教育者在班级治理中的主体位置，班级治理进程中需激起受教育

者的自主性和缔造性，他们是班级治理的号令者，所有治理方案均需有受教育者的

观点、考量与践行；二是重申班级治理方案的根基为受教育者全面且协调的成长，

经过竞赛性活动实现优化人的品质。

1.7 研究创新点

经过查阅相关著作期刊、考察、谈话等方法，明确“包班制”目前将在下半年

普遍推行，但在初中年级的相关探究却寥寥无几。本论文的重点是研究在“包班制”

的教育组织模式下，初中讲授内容与校园治理任务是怎样计划、怎样落实的，为“包

班制”在初中学校的实行着重深究，以准备填补该领域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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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太原市M学校班级管理中的问题

2.1 太原市 M学校发展简介

太原市 M 学校的前身是太原市 G 学校，为了适应学生家长和社会的要求，顺应

时代要求，2005 年 6 月改名为太原市 M学校。

目前全校教职工共计 67 位，专职老师 53 位，驻校公安干警 3位，法制副校长 1

位。师资学历本科以上占到 97.5%，研究生及以上为 20%，拥有硕士学位为 50%。教

育者平均年龄 35 岁，从教年限平均为 12 年以上。目前在校受教育者共计 208 位，

共分为三个层次即：小学、初中、职业高中，总计 11 个授课班。具有工读预备生（指

在之前校园常常违抗规章制度、不知悔改、常逃课逃校等，本应被送工读学校接受

培育，但因为父母的申请、前校允许仍然留在本校学习转变的在校生）633 名，校外

帮转生（指在原校屡次违抗规章制度，但可听从批判学习，本人有后悔态度的“问

题学生”）183 名。

工读学校作为维持社会治安稳定和社会秩序，从根源降低、防患初中生违法的

有效方法，更是对轻度违法举止的初中生开展教育和转变的有效措施。学校成立至

今，共对近 3000 名曾犯罪或轻度违法的初中生完成教育并成功转变，转变率平均高

达 95%以上。1998 年以来，参与全国对口升学共计 117 名，并被高校录取，其中俄

罗斯留学一名；至今响应报国参军号召共 46 名。

职业学校自建立至今，教育教学与培育水平逐年上升，高职在校生结业测试，

一次性及格率维持在 100%；相关技术等级证书一次性通过率一直为 100%，其中，中

级工通过率在 85%以上；1997 年开始参与全国高等院校对口升学考试，录取率一直

为 100%；未参与考试的就业率亦为 100%。荣获“山西省专业技术等级鉴定基地”、

“太原市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学校”、“太原市职业教育教学质量优胜奖”、“太原

市职业教育对口升学优秀奖”等称号。

2.2 太原市 M学校现存管理困境

留宿制校园的在校生很多是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在家里缺少大人的照看，很多

在内心或家庭层面存在难题。本校的在校生有诸多难题例如：厌学、网瘾、早恋等，

更有违犯心理行为的“问题学生”。所以，在留宿制校园的班级治理中各种难题层

出不穷，班级治理困难重重，由此不仅加大了班级责任教师的压力，同时治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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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佳。

2.2.1 学生基础差且长期厌学

转入本校的在校生诸多是由于教师未能及时发现或矫正学生在发展进程中产生

的问题，致使产生非常心理和非常举止，从而不能达到一般学校的学习目标，只能

转学到本校。以初一 5班为例，2018 年 1 月，以常考的语文、数学、英语、历史、

地理、政治、生物，九科成绩共 100 分进行总分统计，学生春节期间期末成绩分数

段人数及比例见下表。

表 2.12018年 1月学生期末成绩统计

年级 分数段 人数 比例

初一年级

（共 166人）

400 分以上 16 10%

300 分——400 分 45 27.3%

200 分——300 分 69 41.6%

200 分以下 36 21.7%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学生文化基础很差，400 分以上的仅有 16 人，占据 10%比

重，200 分以下的大概 36 人，占据 21.7%比重。而在其他普通学校，400 分以下的就

已经属于学习水平较差的学生。经过对在校生的洞察和谈话可知，其对课本和典型

的授课方式毫无兴趣，课上捣鬼、趴桌睡这些现象已司空见惯。

2.2.2 学校管理秩序混乱

该校的在校生因学习成绩的欠佳，在一般学校长期遭受教师和同班生的忽视，

从而致使其“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方法对待周围的人。所以，课上说话、趴桌睡

觉、吃零食等，藐视讲堂规章的做法一应俱全、变化多端。教育者边授课边维持课

上秩序，甚至须将一半以上的精力用于讲堂秩序的维持，严重延误授课进程。部分

教育者表示，部分宿舍甚至凌晨 1点仍传出聊天的声音，多番训斥仍不知悔改，部

分留宿生甚至彻夜玩手机游戏，致使白天课上犯困容易睡觉。本年上学期某晚，某

些留宿生在值班教师睡觉后，在阳台打扑克，经查处后被严肃处理。但可看出，留

宿制校园治理工作重大，治理秩序相较繁乱。

2.2.3 学生对管理持敌对态度

在校生面对老师管束的态度很大程度上不是感激，多为不满。其将老师好意的

关怀和管束视为吹毛求疵。在老师对其举止管束时，极少学生觉得老师的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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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促成其自身良好的成长”，多数同学觉得老师“耀武扬威”“为保自

身工作”“为多挣钱”等，更有部分学生当场顶撞老师，觉得老师管束行为不合理，

更有甚者会闹事，致使老师不敢管甚至不想管。由上述可知，老师和在校生在治理

层面未能统一意见，致使老师管束结果不尽人意。

基于上述难题可知，在此类校园的班级仅依靠班级责任教师一人之力很难处理

上述难题，所以处理好班级治理难题已迫在眉睫，本研究侧重于包班制在留宿制校

园班级治理中施行。

2.3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必要性

2.3.1 单纯班主任班级管理的有限性

太原市 M 学校是全日制留宿制学校，班级治理主要有该班责任教师负责，大部

分班级责任教师从早上 6 点 20 到晚上 22 点，全天候无间隙地承担着管束教育在校

生的工作。尽管部分时段不与本班生正面来往，但内心时刻牵挂着本班生，且需解

决所有课堂上发生的难题，压力较大。班级责任教师对大部分本班生仅停留于表面

了解，在校生一般有厌学心理和心理问题等，而班级责任教师在处理上述难题时显

得有心无力。且当前班级管理机制缺少人文关怀，致使该班责任教师负担过重，难

以激起老师教学的主动性，不符合当下班级治理的要求和新课改的新需要。且班级

责任教师还肩负授课的职责，任务繁重及负担之大不容忽视。由此，须经过施行包

班制，减轻班级责任教师的负担。

2.3.2 学生获取有效关注的发展需求

从班级责任教师关于本班学生的学期评价可知，大部分一模一样，如出一辙，

欠缺对本班生特色化的评估，在校生不能全方位评价自己，明晰未来成长的方向。

所以，“包班制”新的教学治理理论在留宿制学校班级治理中凸显出其特色和作用。

经过施行“包班制”，让班级治理囊括了班级责任教师及学科教师，弱化班级责任

教师治理压力的同时，提高任课教师参加班级治理的主动性，可以为在校生施行针

对性关怀，辅助同学找到自己出现的问题，得到良好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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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包班制在太原市 M学校的实施过程

3.1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基本原则

3.1.1 负担合理原则

对于包班老师来说，包班与“包办”并不一致，切勿把班级的全部事情交付给

包班老师一人，须培育老师的合作精神和在校生的主动观念，激起教育者及受教育

者群体的自觉性，自发参加班级的全部任务。且将校园、家庭和社会教育三位合为

一体，全面施展各自的长处及多渠道一致功效的叠加效应，方可在最大范畴上弱化

包班老师压力，并获得最好的整体教学成果。

3.1.2 整体性原则

整体性原则分两个维度：一是需校级领导和包班老师在班级治理、学科设置等

方面，把控全局，整体斟酌；二是包班老师在全面掌握所有本班生的研习情况外，

仍需在平常的生活、交流中，全面清楚各个本班生的性格、长处，从整体的视域对

本班生进行全面评估，防止“割裂性评价”对本班生造成的危害。

“班级经营”规划指包班老师在每学年初需规划好本学期的工作计划。“班级

经营”狭义上指以育人为中心的教育规划施行方法，广义上指科目讲授及其之外的

所有育人教学活动，即经过班级的科目讲授以及其它育人活动培育本班生全方面素

质以促进本班生的成长。“班级经营”规划拟定前需清楚所有本班生的情况，借此

来掌握本班的特点与难题。基于此，包班老师依照校级教学宗旨来拟定本学期该班

生在所有科目学习、德育以及其它活动中需实现的总目的及计划。包班老师需在“班

级经营”规划里透彻分析并落实到具体的育人教学活动以及各自需实现的目的，并

以每个班的班级宗旨引导和掌握所有在校生的发展以及全班同学成长的整体情况。

3.2 太原市 M学校包班制的具体实施

3.2.1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主体结构

包班制是改变校领导干部办事风格的有效途径，是清楚班级状况和在校生真实

想法的有效方法。确定职责分工协作，本校校长全权负责，由学生处具体带领确立

体系化的包班施行方法。案例学校主张全部包班老师一周不少于一天用于解决本班

班级问题，采用家访讲座、主题班会等方法了解本班班级的具体状况，对特殊本班

生采取扶持等措施。这一套方案成功加速了留宿制校园班级治理任务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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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案例太原市 M学校，包班制结构图如下：

图 3.1 包班主体架构

由上图不难发现，“包班主体”为三级助理方案：1位班级责任教师与 2位学科

授课教师。因此，班级包班成员为 1名中高层领导+1 名班级责任教师+2 名及以上学

科授课教师。以案例学校的现实状况为依据，该校要求包班团体成员施行既不严惩

也不放纵在校生的治理原则，营造出一种融洽相互关爱的气氛，培育出在校生自律

和使命感、促使同学间团结协作，自己处理难题的能力，让在校生习得终生受益的

学习和生活技能，特别是在学习方面，能交出优异的答卷。

3.2.2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职责

案例学校拟定的包班制度，在太原市 M 学校的任务整体设置下，包班主体各自

岗位要求见下表：

表 3.1 包班主体职务分工制度

职务分工

校长

1、每天早上走访相应班级，监督包班责任教师上岗状况。2、检验在校

生践行《学生常规要求》的状况，对触犯校园规章制度的同学，立即制止，

并登记在案，交给该班责任教师接管后续治理工作。3、一周随机选取一节课

进行听课，监督讲堂秩序和老师授课任务进度。4、一周组织一次班级会议，

由包班校长概括该周在工作中出现的难题和突出进步的现象。5、一周不少与

2 名同学进行谈话，进一步全面了解学生，明确其要求，及时找到症结，并将

谈话时间、内容、地方登记在班级手册。6、一周要求包班老师召开一次相关

包班校长

包班班主任

包班科任教师 包班科任教师

本班全体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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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与本班教师一起讨论本班生研习、想法、生活状况，并将研讨结果登

记下来。并依照制度进班级听课，参与例如班会、升旗等活动。6、严重班级

难题及时与校学生处、教务处沟通，并辅助班级责任教师与学生父母及时交

流解决。7、关心在校生的安全，加大对问题同学的管理，创建问题同学档案，

进行实时监管；8、加大引领在校生的思想前方向，培育社会主义德性品格和

优秀的内心素养，遵循《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培养合

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包班科

任教师

1、监督在校生完成本学科教师及其他学科教师安排的学习任务。2、承

担班级资料领取统计情况。3、安排组织班级读书会、经验交流会、思想报告

会等。4、实时向各科教师反映在校生学习情况。5、清楚在校生学习生活困

难，并帮助处理。6、主动发展班级入党积极分子，达成积极分子推优任务，

并帮助及监督团委做好团费的实时收缴和上交任务。7、明确校园体育政策，

向在校生传达体育精神，组织在校生按时锻炼身体。8、协同校园举行的各种

比赛，并关心在校生安全问题。9、辅助生活负责人做好班费收支明细，按期

开诚布公地与本班生说明班费使用状况。10、注意相关校园报销制度，向在

校生说明报销规则。11、关注在校生生活需求，实时交流，紧急的要与校园

及家长反映。12、传达校园相关文艺节目要求，开展在校生达成校园文艺任

务。13、教导在校生认真达成研习目标，协同各科教师教导、协助在校生明

确学习目标，严肃学习态度，把握科学的学习方法，提升其成绩。14、教导

在校生参与本校规定的全部劳作，辅助本校贯彻推行《体育卫生工作条例》，

教导在校生坚持体育锻炼，培养优良的劳动、生活和卫生习性。16、参加班

级在校生就餐值班，参加班级在校生就寝值班。17、定期与本班生的家长相

互交流，争取家长和社会相关部门的合作，协同做好本班生培养任务。

由上述可知，包班主体从职责分工层面，分工详细，工作量较大。综合可知，

包班校长主负责班级监督任务，班级责任教师主负责班会、干部培养、作业查收等，

包班科任教师主负责班级各类较为繁琐的任务，如：赛事、班费、报销事务等。

3.2.3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规模

目前太原市 M学校的班级人数也都在 35 人左右，是典型的小校小班。实施小班

教学，主要出于以下因素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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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包班制班级规模设置

年级 班级 人数

初一年级

1班 32

2 班 34

3 班 36

4 班 35

5 班 29

初二年级

1班 34

2 班 35

3 班 38

4 班 39

5 班 35

初三年级

1班 32

2 班 31

3 班 36

4 班 41

5 班 34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太原市 M 学校包班规模控制在 35 人左右，低于 30 人的是

初一年级 5班，高于 40 人的只有初三年级 4班，班级规模相对较小，保证了包班教

师在关注人数上的实效性。

3.2.4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课程安排

表 3.3初一年级 1班课表

时间

星期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7：30——8:00 早读 早读 早读 早读 早读

8:00——8:40 语文 英语 政治 生物 语文

8:50——9:30 语文 英语 数学 英语 美术

9:40——10:00 自习 自习 自习 自习 自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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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0:50 历史 政治 音乐 英语 数学

11:00——11:40 数学 生物 政治 历史 数学

2:00——2:40 体育 语文 体育 体育 政治

2:50——3:30 地理 语文 历史 数学 计算机

3:40——4:40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活动

4:50——5:30 英语 计算机 法制 语文 安全

5:40——6:20 英语 数学 地理 语文 班会

7:30——9:30 夜自习 夜自习 夜自习 夜自习 夜自习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太原市 M 学校在严格遵循国家课程标准的基础上对学校课

程进行了整改，其中语文每周 7节，数学每周 6节，英语每周 5节，历史每周 3节，

地理每周 2 节，政治每周 3 节，计算机每周 2 节，美术每周 1 节。其余课程则是活

动或自习或班会，课程分布较为合理。

3.2.5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评价体系

表 3.4 包班制包班主体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考核具体内容

学习

按照教务处的有关规定执行。分为团队奖励和个人奖励，每学期

的学业成绩和上一阶段的学业成绩进行比对，科目的上升和下降直接

影响个人教师的课时津贴；若是班级均分的提升是整个包班集体的奖

励和扣罚。

纪律

（包括早操、课间操、上课迟到、早操不听从值班人员管理不起床、

没有请假手续上课留在宿舍、私自外出、上课、午休、晚休高声喧哗、

打闹、私自留宿他人向窗外、走廊扔东西、泼水、不按指定位置倾到

垃圾杂物。）周超过 5 人次，有一人次扣发包班集体绩效工资 2 元，

上不封顶。严重违纪（包括喝酒、聚众赌博、打架斗殴造成伤害、偷

窃）有一人次扣发包班集体津贴 C元。重大违纪（被升级处理）有一

人次扣发包班集体 D元。

到岗 课间操、升旗缺岗的，每次扣发负责人员津贴 B元。

例会 每周认真上好班周会、填写班周会考核表，缺一次扣发班级团队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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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 A元。（公假除外，需提供相应请假手续）

学生稳定率

初中部学生稳定率低于 90%以下，扣发包班集年终考核津贴 500 元，低

于 70%扣发包班集体年终考核津贴 800 元， 低于 60%以下扣发包班集

体年终考核津贴 1200 元。学生稳定率每学期考核，基准由入校班级建

班为准。扣罚后第二学期不再扣罚，但是包班集体专业职务晋升以及

评优评先受到影响。

学校公物

班级及学生有公物损坏情况，不能按照有关规定和数额赔偿的，扣发

包班集体相应数额的绩效工资。教室门窗、班级所属的过道塑钢门窗

损坏 Y元/平米，墙壁污损 Z 元/平米。

收费 没有按时全额收缴学生的学费，扣发班级团队绩效工资 X元。

包班制班级管理效果考核方式主要对学生早操、课间操、宿舍卫生、教室卫生、

课堂纪律、班会、班内学生违纪人数、参加集体活动、班主任例会、学生服饰、班

主任参与早操、课间操管理十一项目进行考核竞赛。

表 3.5 包班制班级管理效果考核方式

考核方式 具体考核角度

早操
以上操铃响后，以快、静、齐为要求。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级别，班

级责任教师施行签到制度

宿舍卫生
以地面、墙壁干净，窗户洁净，无垃圾、无死角，所有用品摆放

整齐为准。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

教室卫生
以早、午两打扫洁净到位，课桌椅摆放规整，清扫工具摆放规整，分为优、

良、中、差四个等级

班会

班会要依照班会模板需有简案和主旨，认真记录班会手册，每周交回学生

处检查。对挪用、挤占班会、无故不开班会的情况，按缺课考核。缺一次

即为差。

课堂纪律

以保持安静，无大声说话、嬉戏、打闹、打扰他人学习。讲堂秩序受授课

教师好评为准，分为优、良、中、差四个等级，依据授课教师和政教人员

的巡查记录。

班内违纪人数 在校生有违反中在校生举止规范的现象，特别是:早操，课间操，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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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操迟到，上课期间未请假私留宿舍，私自外出，上课、午休、晚休大声

说话、打闹，私自留宿校外人员，向窗外、走廊扔垃圾、泼水，垃圾未倾

到制定场所。每班 3 人次以下为优，5 人次以下为良，7人次以下为中，8

人次以上为差四个等级评分。若出现破坏公物，打架偷盗等严重违纪行为

一票否绝。

参加集体活动

可在班级责任教师领导下，保证按时按规则参与校园及相关部门安排的全

部活动，能愉快接受、按时按质按量的要求实现委派的公益劳动、能有效

的对在校生开展劳动观念教育为准。无故不参加的一票否决。

在校生服饰

依照中学生守则，在校生在校期间必须身着校服，不能够用任何借口着便

装。每班有一次扣一分。男生不能留长发，女生不可烫发、全体学生不可

染彩色头发。每班发现一人次为差。（8、9、10）项班级责任教师请假有

公事除外）

备注

（1）8 优 1 中无差，总评为优。

（2）7 优 2 中无差，总评为良。

（3）6 优 3 中无差，总评为中。

（4）4 中以上或 1差以上，总评为差

（5）班级出现两次差或 5 个以上中，视为不参加流动红旗考核对待，纳

入班级团队考核。

（6）每次班级考核排名后三名，扣包班团队 100 元。

由上可知，在包班考核体系中，着重对包班集体和包班班级状况开展评估，对

包班主体的考察方法内容丰富如：成绩、到岗、例会、纪律、校园公物、在校生稳

定率、在校生收费情况等。对班级的评估方法从早操、卫生、班会、纪律、违纪情

况、集体活动、在校生服饰等方面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对班级量化后加减分，

再对包班教育者群体给予奖惩处理。

3.2.6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具体流程

以笔者包班的初一年级 1班为例，班级目前有学生 32 人，有教师 8名，分别任

教科目为语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政治、计算机、美术等。其中 1 名包班

领导、1名班主任、3名包班教师。具体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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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包班制班级管理具体流程

包班

班级
包班集体 具体分管班级事务

初一

1班

包班领导 王副校长

总体管理领导，监督班级事务的具体实施，

班主任 语文陈老师

主抓全体成绩，星期一早操、星期日班会

轮流上、开学费用收缴、星期一升国旗集

体活动等。

包班教师 1 美术连老师
教室卫生、星期二到四的课间操活动等。

包班教师 2 计算机王老师
星期一到物的宿舍卫生、在校生服饰等。

包班教师 3 政治李老师
学校班级公物保护、班级违纪人数巡查等

在学生分管的过程中，实施双向选择。教师和学生实行互选的基础上，班主任

进行综合分配。学生的选择不是固定的，基本上实行每个月轮换一次的原则，如某

学生语文成绩较弱，本月由语文教师分管，当语文成绩上升后，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由数学教师分管，以主抓弱科成绩为原则。如某学生心理较为敏感多疑，则由管理

较为细致的教师分管，增强对学生的爱心管理。如某学生性格比较外向且违纪状况

较为严重，则由班主任或较为严厉的教师分管，以增强对学生的纪律管理。最终达

到班级学生的无缝隙管理。包班校长对班级学生实行总体领导，每月给予某一部分

学生以特殊关注，如本月关注学习成绩进步较快的学生，下月关注班级纪律较差的

学生等，对班级学生给予总体管理。

在班级琐碎事务的管理过程中，也实行包班分管见表 3.6，使得班级事务管理无

死角，每项事务都能具体到每位教师分管，使得班级教师管理不再是班主任教师一

人的职责，在减轻了班主任负担的同时，调动班级其他教师管理积极性，最终形成

管理合力。包班校长则对班级事务进行总体管理领导，监督班级事务的具体实施，

防止班级事务管理出现形式化无序化。

在班级考评过程中，坚持量化扣分排名。以学生成绩为重要考评方式，因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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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校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成绩管理。其次对班级的早操、宿舍卫生、教室卫生、

班会、课堂纪律、班内违纪人数、参加集体活动纪律状况、在校生服饰、到岗、例

会、学生稳定率、学校公物保护情况进行每周考核，由专门学校领导在每个课程进

行中、每次活动进行中、宿舍卫生纪律等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纪律在案，在每

周五下午的例会上进行总结和班级量化扣分排名，对管理较好的班级提出表扬并介

绍经验等，对管理较差的班级给予整改措施。以每个月为单位，进行综合考评，按

照量化表进行团队教师绩效工资发放，使得班级管理与教师工资直接挂钩，班级管

理优秀者在每学期末授予教师荣誉称号，并在后续职称评定过程中给予优先评定。

通过学生分管、班级琐碎事务分管以及班级考评等，最终调动班级教师积极性，

形成学生管理合力，使得班级管理无缝隙无死角，在保证学生安全和纪律的同时，

提升学生学习成绩，促进学生素质发展。

3.3 太原市 M学校实施包班制的效果

3.3.1 包班领导职责明晰化

在以往管理模式下，校领导只负责学校总体巡查，容易出现“所有事件均管，

实则所有事件未管”的局面，校领导例行检查，即使出现问题后，也不能给予有效

的改正策略，甚至因为发现太多问题而无从下手管理。包班制推行后，校领导职责

明晰化，固定班级的状况交给固定班级的包班校长负责，一旦班级出现问题，直接

包班校长承担责任，包班校长则找包班教师核查问题，与包班教师一同解决问题。

在包班制推行过程中，包班校长充分发挥了对所包班级的管理、监督、指导职责，

规定了包班校长承担的具体责任，充分发挥包班校长监管作用。

校长访谈：

在以往的学校管理中，作为校长，主要进行宏观全局管理。例如，看到卫生不

满意，就找到卫生管理人员，随口说一句，然后底下的工作人员去执行，至于后续

执行效果怎么样，没有进行追踪；在班级偶尔巡查中，看到班级纪律比较乱，就打

个电话给班主任，让班主任注意一下，至于为什么班级管理乱，后续是否进行了改

进，也没有进行追踪；当进行月考成绩分析时，通常只是整体给予分析，指出哪个

班成绩落后，让班主任多注意，至于哪些学生落后，哪些科目落后，班主任是否进

行了有效管理，管理效果如何，并未进行跟踪。整理来说，以往的管理方式，校长

表面上看进行了整体管理，实质上，没有针对性的管理，实效性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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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包班制实施后，作为校长，有了明确的职责，几个校长结合年级主任，对班

级进行了包班改革，作为包班校长，我需要明晰这个班级的弱点，需要了解班级教

师对班级工作做了哪些努力，还需要知道班级有哪些较难管理的问题，也需要深入

班级基层，了解学生需求，定期和学生谈话等。作为包班校长，要让学生感受到领

导层对学生的关注，学校也会对包班校长进行审核，使校长明晰工作的效果等。这

使得学校管理不再是悬浮在半空中的管理，而是真正的与教师和学生抱团，一荣俱

荣、一损俱损，真正融为一体。

3.3.2 包班教师工作积极性提升

对包班责任教师而言，对班级的在校生状况相对熟悉，教师积极负责在校生管

理任务，包班教师乐于施教。过去，多数校园不论包班制度，还是在校生发展导师

制，都是把一定数量的在校生硬性分给教师，当这项任务被当成不可抗的任务派给

教师，教师只能被动接受时，考核常常对做不好的教师要进行扣罚；而在“包班制”

制度中，教师可参与到班级管理中。从个体的情感角度而言，工作态度不一样，结

果也就不一样。同时，考核时常常会加分或以团队作为考核，这就极大提升了教师

参加包班班级治理的积极性，而且也保证了教学的成效。并且，“包班制”教育与

班级责任教师个别教育彼此互补。由于案例校园地处偏远郊区，班级责任教师学生

门见面、沟通、聊天的时间相对较少，因此班级责任教师个别教育的效果明显淡化，

包班制则充分利用“包班制”教育激发教师积极参与班级治理。

班主任访谈

在以往管理模式中，一旦班级出现任何违纪现象，都被归结为班主任责任，而

实际上，班主任工作能力非常有限，几十个人的班级，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进行管理。

实施包班制后，校长真正深入基层，了解到了班级管理在实际工作中的困难，也更

加理解了班主任教师的辛苦。在每月的绩效考核中，包班校长和班主任共同承担班

级管理出现问题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包班校长给予班级学生更多关注，当

校长真正关注学生时，比教师关注管理更为有效，学生学习积极性上升，班级管理

秩序也在逐步变得更好。

3.3.3 包班学生管理效果明显上升

从教学成绩来看，“包班制”教育促进了本校差生的转变，大大提升了校园的

整体教育水平。仍旧以初一年级为例，下表为 2018 年 6 月学生期末成绩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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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2018年 6月学生期末成绩统计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经过包班制以后，学生成绩在 200 分以下的只有 14 人，达

到 8.43%，学生成绩上升到 400 分以上的有 66 人，达到 39.75%。分数段在 300 分—

—400 分的人数上升，在 200 分——300 分的人数在下降。由此可见，在校生成绩总

体呈上升趋势。对“差生”的教育治理作为校园教育和班级治理中的普遍现象。后

进生的存在整体上极大程度限制了校园教育水平和教学水平的提升，逐渐转化并降

低“后进生”是多数校园提升教育水平的重要举措。因包班教师至少转化一个或多

个在校生，且岗位要求中明确提出包班教师在观念上指引、成绩上辅助、内心上疏

导、日常上关怀。老师对在校生当面的沟通交流，答疑解惑，既打开了在校生的症

结，又为在校生未来的成长指明方向，包班教师不管在职责还是精力都能做好在校

生的辅导工作。长此下去，一一个“后进生”将会被转化，校园整体的教育教学质

量就会提高。

从在校生秩序管理来看，自从包班制施行以来，在校生施行无缝隙治理，不论

上课还是下课，不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不论在室内还是操场，均由包班校长和

教师给予辅助及举止监督，校园违纪概率大幅度降低，宿舍晚睡聊天现象亦有所降

低。以 2018 年 4 月份作为案例时间段，校园在巡查过程中，共发现这段时间校园出

现的违纪事件如下图所示。

表 3.8 2018年 4月违纪事件统计

性质 年级 数量 内容

违纪事件

初一 10 两起未请假外出，三起夜宿聊天，两起课上睡觉，两起抄袭作业

初二 8 两起卫生不合格，两起早操迟到，三起考试作弊，一起上课看手机

初三 4 两起考试作弊，一起上课睡觉，一起抄袭作业

年级 分数段 人数 比例

初一年级

（共 166人）

400 分以上 66 39.75%

300 分——400 分 51 30.74%

200 分——300 分 35 21.08%

200 分以下 14 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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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上面表格可知，教学管理进程中产生的违纪事件显著减少，以往在校

生晚自习聊天、睡觉、玩手机等现象屡见不鲜，而包班制施行后，巡查教师查获的

违纪事件明显较少，甚至寥寥无几。综上可知，包班制推行后的无缝隙管理，增强

了在校生自我监管力，校园治理秩序得以显著改善。

从在校生德育发展来看，“包班制”制度促进在校生德育任务的进程，“包班

制”教育有助于营造“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气氛。由于社会和家长对在校生学

业成绩的期望过高，使得大部分教师变成只教书不育人的教书匠，任课教师认为在

校生的品格及德育是班级责任教师的任务，他们只需提高在校生的学业成绩即可。

因此大部分校园的德育质量显著下降。推行包班制教育以来，在包班教师队伍中有

众多多才多艺的教师，由于这种包班制教育方法转变了在校生对他们的看法，并给

其提供了展示自我、显现自我的平台。这些教师的加入，使得校园的德育队伍逐渐

壮大，“人人都是德育工作者”的气氛也逐渐浓郁。

案例分析

初三六班的 F 同学，在入学两年来，一直处于大错不犯、小错不断的状况，学

习成绩差、自我约束力不高。包班制管理后，他选择了最喜欢的生物教师作为包班

管理者，时常和生物老师进行沟通，不管是失恋现象，还是和同学闹矛盾等，都愿

意找生物老师倾诉，包班校长和包班班主任也给予了 F 同学一定的关注，包班校长

曾经充满鼓励的对他说“你很聪明，还有一年的时间，成绩一定能有很大进步”，

包班班主任单独检查其作业，指出其作业中有待改进之处。在一次月考中，F同学取

得了成绩的较大进步，他第一时间将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和他关系亲近的生物教师、

班主任和包班校长，得到了更多鼓励和认可。F同学在近半年来，成绩一直处于缓慢

上升状态，课堂违纪状况明显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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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包班制在太原市M学校实施中的反思与建议

“包班制”不仅是教育的一种组织方式，也是一种班级治理的方式。所谓“包”，

不仅意味着包班教育者工作量的满负荷，更意味着包班教师经过对班级多方面治理，

对全体在校生多方面教育，全方位负责，从而表现出初中阶段教育的全面性与总体

性。经过“包”，教师可以校园任务要求和教育规划为根据，对班级的育人内容和

教学活动进行统筹设计，从而改善育人教学的内容和进度。所以说，假如“包班制”

进行顺利，不仅有助于强化班级治理，有助于全方位理解在校生，促成和谐的师生

关系，且有助于教师间的学习、学业间的交流，充分挖掘学科资源，加速在校生和

教育者的全方位成长。可以说，满负荷、整体化、高效益是“包班制”一直追求的

目标。

4.1 包班制在寄宿制班级管理中的反思

4.1.1 课程内容有待进一步特色化

“包班制”不仅是教育的一种组织方式，也是一种班级治理的方式。所谓“包”，

不仅意味着包班教育者工作量的满负荷，更意味着包班教师经过对班级多方面治理，

对全体在校生多方面教育，全方位负责，从而表现出初中阶段教育的全面性与总体

性。经过“包”，教师可以校园任务要求和教育规划为根据，对班级的育人内容和

教学活动进行统筹设计，从而改善育人教学的内容和进度。通过建构的课程体系可

知，太原市 M 学校安排的课程分为基础课程、综合课程、活动课程及自学课程。除

相关部门规定的必修课程外，M学校对校本课程的进行研发，极大充实了校园课程的

门类。

但是，案例校园并未以自身特色为依据，进行特色课程的开展。校领导表示：

“课程综合这近些年势头正盛，本校鼓励一线教师研究以本校实际为依据特色课程，

但不强制。”多数包班教师表示：“学科授课及班级治理任务重，虽认识到特色课

程的研发综合对于在校生的发展大有裨益，但有心无力。”

4.1.2 包班主体任务过于繁重

包班教师一天的课时大概为三节，外加早、午自习及在校生的就餐和就寝时间，

包班教师还需负责繁琐班级事务工作，如收餐费、整理档案、安排在校生活动等。

且由于初中生年龄小，自律性差，包班教师还要解决同学间的矛盾。总体而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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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教师在校时间排除开会、授课等，几乎全部的时间都在班级里，包括看作业、与

在校生家长沟通在校生在校状况等。

包班教师身兼数职外，其任务还呈多头领导的局面。教导处、学生处、年级组

长等方可对包班教师下达指令。假如视包班教师为行政管理人员，那其应归校园行

政体系中，培育及引导本班生的任务需减少；假如视包班教师为专门指导人员，那

其应归专门职能体系中，授课及行政工作应减少。实际上当下包班教师身兼数职，

且界限模糊，使其任务量大且身心俱疲。案例学校，校内治理部门一般有校长、副

校长、教导处等，校园权力由上面部门掌握，他们不停向年级组长、教师个人下达

指令，将其视为领导部门，将服务的基本职能抛之脑后，就导致校园的种种工作的

实施均需下放到年级组及教师个人。换而言之，校园对部分部门的定位有失偏颇，

在职人员的权、责、利界限模糊，最终导致上述情况。

4.1.3 包班主体管理能力需要进一步提升

教师教育的一体性与其自身发展的一体性，要求教师岗前培训及在职研习具有

一定的连惯性。国家提倡高等院校需以中小学为依托对教师进行培养，中小学也主

动寻求与高等院校建立伙伴关系。当下李沧区已与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等

高校建立合作模式，其不仅成为高校的主要见习基地，高校也为李沧区培养了大批

人才，将地方与高校共赢变为现实。但在岗前培育方面，高校的教师培育方式仍以

分科为主，在培育文理贯通、一专多长的综合型教师老师既无经验也无模式可参考，

除中师教师外，其余教师均学习的是分科培养，即仅精通一门学科及其授法。且当

下仅浙江、重庆、广西等拟定了全科教师培育计划，能进行全科教师培育的院校也

屈指可数。而职后教育起步晚，既无专业的学术支撑，在培训机构、人员、课题等

方面也处于贫困状态。就李沧区而言，教师培育方式大多是自上而下，即由教育部

主导，负责培育的院校、组织与个人确定培育主旨，再组织教师参加培训。在培育

内容方面却不能因不同校园、学科、职务教师而有所不同，将老师的现实要求单一

化，常是如法炮制，老师在培训中无发言权。包班教师表示，特意花时间去参加培

训，目的是提高自身的授课水平，以更好地实践，但培训的理论，却只能隔靴搔痒，

无法将“理论”指导“实践”，缺乏绩效感。这也直接反映了培训内容缺乏针对性

与时效性，难以解决包班教师群体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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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评价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上可知，案例学校的评价体系，主要依据学校为主体，对包班的践行结果进

行量化，将量化结果划分等级，符合规定为合格，不符合规定，则给予扣分，追究

相关包班主体职责。在这种评价体系下，包班主责人负责的班级稍有不慎，就可能

有差错，导致扣分罚款。由于在校生群体繁杂，当在校生未实时缴班费、迟到等，

可能有多重缘由，但在考核时，并会详细追问原因，只以当时实际表现实行扣分，

从而产生的罚款行为，使教师心存不满的同时，也影响包班治理效果。充分开发课

程资源，促使在校生和教师的全方位发展。可以说，满负荷、综合化、高效益是“包

班制”一直追求的目标。

4.2 优化寄宿制学校包班制管理的建议

4.2.1 提升校本课程教学探索

近些年，中学愈发重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课程建构的落脚点也逐渐转

向校园课程的整体规划，在践行中也创设出诸多“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范本。

教育部的报告已阐述了“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相关理论：课程开发不仅标志着

校园可在规定范围内自主进行校本课程研发，同时对国家课程也可“因校制宜”“因

生制宜”的缔造性改编与二次开发。校领导应总体策划本校课程。校园是授课的主

要场合，校长承担课程设计、监督等责任。为促进国家课程校本化的施行，以校长

为主的校领导一是应明确本校的办学特征，找到国家课程校本化施行的落脚点。结

合本校的文化及特色，深究国家课程标准、教材，辨别各个学科的特色，拟定学期

及年度课程施行方案及相关的课程管理制度等，使课程实施符合本校实际；二是引

导教师结合本校生的发展水平，研发课程资源。对在校生的学业需求开展评估，通

过讲堂查看、在校生谈话等方法明确在校生学习的薄弱点、对教学的期望等问题，

利用 SWOT 技术对影响在校生学学业需求、学习背景及外部环境进行相关分析，从而

勾画出在校生学习的框架。同时，学校可充分利用图书馆、多媒体教室等场所，挖

掘可利用的课程资源，使国家课程校本化施行更合理高效，并符合在校生的学习需

求；三是激发教师缔造性施行国家课程的主动性，营造研习、深究、缔造的气氛。

踊跃与教师沟通，并激励教师群体进行内部学习，明确国家课程的宗旨、国家课程

校本化施行的目的，意识到教生全方位地接触是缔造性、特色化施行课程的必要条

件。在领导课程实施中，可给予必要的制度保证，为提升课程的适应性缔造必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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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教师们可运用本校及社区课程资源，融合学生的兴趣及要求，选取灵活多变的

方法实施课程。这样，既对综合实践课进行了校本化处理，同时提升了课程的适应

性。在新课改的潮流下，学习和教师在授课参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人们不

单关心课程设计，更关心校园具体践行情况。为防止课程施行进程中出现“穿新鞋

走老路”的现象，该校和老师应全面施展教育部门给予的相应权力，以乐观的心态

投入到校园课程建设中。

4.2.2 合理划分包班教师任务

面对包班教师工作量大的现状，为提高管理效果，应给予合理工作量。首先，

缩减包班教师的琐碎工作量，如表格、方案等，让包班教师能全心应对在本班必须

的管理任务。其次，面对包班教师多头领导的现状，教导处、学生处、年级组长应

明确包班教师职责，部分任务可由后勤人员专门负责，给包班教师以专业定位，将

其归为专业的包班工作人员，班级管理人员，而非校园事务处理人员。

4.2.3 提升包班教师管理能力

推行“包班制”的重点在师资。在“包班制”施行进程中，每天有固定的教师

陪伴在校生，假如班级遇到一位毫无责任心、素质低的负责人，那么该班生的成长

是令人担心的。特别当前是以分科为主的师资培育方式，能全面胜任包班授课的教

师很少。因此，为提高教师的综合素质，开发其潜能，使其更好地进行包班治理，

要学会“因地制宜”，拟定详尽的包班教师培育规划，以教学可如期进行为前提，

融合其实际需求，使包班教师可分步参加各种培育活动。第一，充实培训方法，满

足教师要求。首先，坚持集体学习与自学的方案。打破典型的集体学习、“我讲你

记”的培育方式，将教师自学作为培育的主要方式，指导教师以自身为重心进行自

学，提升其专业发展的积极性，从而更好地填补自身缺陷、开发自身潜能。其次，

以受训教师为本，将难题与阅历相结合，在训练中要重视教师的阅历，将难题与阅

历相结合，组织专题训练，促使教师活学活用。最后，为达成教师的要求，调动其

学习动机，可选取新颖的训练方法，如网络教学、脱产培训、参观访问、专题研究

等方式方法，使教师培训更为灵活高效。第二，更新培训内容，符合教学实际。首

先，训练内容应以教师的现实要求和希望为基础。主讲者应以一种平等、真诚的心

态去对待受训教师，尊重其的看法和要求。受训教师常会关心处理难题的具体实践

办法，因而主讲者不应过分高屋建瓴，而应着重处理受训教师在现实中遭受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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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重给其讲授最迫切需要的方法和技巧。其次，依照新课改的及素质教育对教师的

要求来看，教师培训应多讲授一些与时俱进、贴近教育实际的内容，如多媒体技术

的应用、心理卫生学、学科教学心理学、教学模式介绍探讨、教学方法研究、学具

的制作与利用、学科最新发展动态等内容，这些新鲜的内容对于教师的教学实践大

有裨益。

4.2.4 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

太原市 M 学校“包班制”应推行评估方法多元化。选取评价方式时，应选取过

程性与终结性评估相补充的方法，注重在校生获得的阶段性成功；评估全程保持公

开状态，在校生、家长、教育治理人员等可对其进行监督及建议，确保评估的公正

性和有效性，也为在校生获得长足发展给予起点参考；选择评估内容时，转变重知

识积累的传统，对在校生的学识、品格、方式等进行全面考核，变典型“百分制”

为等级考核，转千篇一律的共性考察变特色考察，从而更好地施展评估的判断、引

导和调动功能；选取评估主体时，持包容开放的态度，激励教师之外的在校生、家

长、教育治理人员等参加对在校生的评价活动中，从而使对在校生的评价更为全面、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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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总结

根据包班制在案例学校的实践，笔者归纳出包班制在寄宿制治理中的实践经验：

（1）确定实行前，要建设科学的班级包班治理模式，多与班级责任教师研讨班级当

前的学生普遍治理难题，且向班级责任教师了解对本班生日常治理中行为表现的建

议，可更合理的对班级进行治理。（2）应充分激发科任教师参加班级活动的积极性，

重视包班责任校长的监督作用，对包班制的实行非常重要。（3）包班制的评估方法

需多样化，片面的评价会打击包班主体主动性，有碍包班效果的实现。总之，包班

制模式对寄宿制班级治理难题行为影响很大，对包班校长、班级责任教师和助教的

育人观念和方式有一定提升，能有效处理班级治理中师生关系等难题，也有助于培

育自律、团结及自我处理难题的能力和使在校生学到受益终身的学习和生活技巧。

本研究不足之处如下：设计者层面，由于设计前与班级治理相关问题行为了解

的片面，设计主旨的针对性欠缺。且受制于讲师专业水平，设计过程的施行和讲堂

的反馈，指引不到位。以后需增强设计治理者技术和专业素质；被试层面，施行班

级对象为太原市M学校初中阶段的全部班级，相关施行方案是为其量身定做，测试

结果的推广性有待斟酌；包班制实行设计层面，待处理的难题主旨待深入，因本人

学术水平有限，对“包班制”实施方案有些片面，对相关课题专业知识了解片面，

对部分主题的班级管理结果产生影响；数据采集层面，因被试班级较少，有年级差

异，且班级责任教师教学水平和观念良莠不齐，结果的真实反应有一定的偏差。

当下，初中寄宿制校园多数并未推行包班制，望能研究出科学的推行方案，利

用校园、网络等多种渠道普及，如此就能让更多的学校班级治理科学化、合理化。

笔者相信在大家不断地研究与探索下，“包班制”教育的普及终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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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录一 太原市 M学校包班管理调查问卷（教师问卷）

亲爱的老师：

您好！我是山西大学在读研究生，正在研究包班制管理这一课题，恳请您能配合这

次调查活动，本问卷不记名填写，所调查内容不会外传!

一、包班制实施前调查

1.包班制实施前，班级管理以谁为主？

A.学生自主管理 B.班主任教师管理 C.科任教师协同管理 D.学校派专人管理

2.包班制实施前，学生学习水平是怎样的？

A.非常好 B.较好 C.非常差

3.包班制实施前，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否经常引发管理冲突？

A.是 B.否

4.包班制实施前，课堂管理秩序呈现怎样的状态？

A.非常混乱 B.较为混乱 C.不混乱

4.包班制实施前，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否构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A.是 B.否

5包班制实施前，班容量是多少？

A.50人以下 B.50人到 60人 C.60人以上

二、包班制实施后调查

6.包班制实施后，目前班容量是多少？

A.50人以下 B.50人到 60人 C.60人以上

7.包班制实施后，你在课堂教学中是否感到更有效？

A.是 B.否

8.包班制实施后，学校整体教育水平是否有所提升？

A.是 B.否

9.包班制实施后，学生管理工作是否取得较大成效？

A.是 B.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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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包班制实施后，家长是否了解包班制的工作流程？

A.是 B.否

11.在包班制管理过程中，教师是否有身兼多种职务的现象？

A.有，教师岗和行政岗、后勤岗较为重叠

B.否，包班教师专注于学生教学管理

12.在包班制管理实施中，科任教师的管理任务面临怎样的变化？

A.管理任务变大，事务较为复杂

B.管理任务变小，能够专注教学

C.实施前后，管理任务相差不大

13.包班制实施后，学生能够感受到身边时刻有教师在陪伴？

A.能 B.不能

14.包班制实施后，师生关系是否更为和谐？

A.是 B.否

15.包班制实施后，学生的成绩是否有所上升？

A.是 B.否

感谢您的参与。

附录二 太原市 M学校包班管理调查问卷（学生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我是山西大学在读研究生，正在研究包班制管理这一课题，恳请您能配合这

次调查活动，本问卷不记名填写，所调查内容不会外传!

一、包班制实施前调查

1.包班制实施前，班级管理以谁为主？

A.学生自主管理 B.班主任教师管理 C.科任教师协同管理 D.学校派专人管理

2.包班制实施前，学生学习水平是怎样的？

A.非常好 B.较好 C.非常差

3.包班制实施前，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否经常引发管理冲突？

A.是 B.否

4.包班制实施前，课堂管理秩序呈现怎样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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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非常混乱 B.较为混乱 C.不混乱

4.包班制实施前，学生与教师之间是否构建了良好的师生关系？

A.是 B.否

5包班制实施前，班容量是多少？

A.50人以下 B.50人到 60人 C.60人以上

二、包班制实施后调查

6.目前班容量是多少？

A.50人以下 B.50人到 60人 C.60人以上

7.包班制实施后，你在课堂学习中是否感到更有效？

A.是 B.否

8.在包班制管理实施中，教师对您的关注出现怎样的变化？

A.关注较多

B.关注较少

C.前后相差不大

9.你认为包班制管理方式是否合理？

A.合理

B.不合理

5.包班制实施后，您是否能够感受到身边时刻有教师在陪伴？

A.能 B.不能

10.包班制实施后，您与教师的关系是否更为和谐？

A.是 B.否

11.包班制实施后，您的成绩是否有所上升？

A.是 B.否

13.包班制实施后，您对自我评价如何？

A.进步较快 B.有所退步 C.没什么变化

感谢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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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太原市 M学校包班制管理访谈提纲

学生提纲

1.学校包班实施后，你发生哪些变化？

2.你是否觉得受到了教师更多关注？举例说明。

3.包班制实施后，您的进步体现在哪些方面？

4.包班制实施后，您认为您需要在哪些地方让学校或教师给予更多帮助？

5.您对学校包班制管理方式的建议有哪些？

教师提纲

1.学校包班实施后，您的工作内容有哪些不同？

2.包班制实施前后的学生变化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3.学校包班实施后，新的管理方式对教师能力有哪些要求？

4.学校包班实施后，您认为哪些地方需要加以改进？

5.学校包班实施后，面临着怎样的实施压力？

6.学校包班实施后，有哪些管理效果？

7.学校包班实施后，学校是如何评价教师的管理管理的？

8.学校包班实施后，您认为学校评价体系是否合理？

9.学校包班实施后，您有哪些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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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毕业论文的较对接近尾声时，三年的硕士学习生活也即将结束。三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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