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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小学一年级作为义务制教育的第一站，是小学教育与幼儿园教育之间最重要的衔

接点。对于班级管理的研究，以往研究较多集中于宏观上各个学段的班级管理，较

少涉及具体学段的特定哪个年级的班级管理。 本文以幼小衔接为基础、为视角，调

查研究对象更具体地针对一年级班级教师的班级的管理。 

本研究以太原市万柏区附近的四所小学为研究对象，在对一年级班主任的组织

管理、教学管理以及常规管理三个方面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分析问题原因，提出一

年级班级管理策略。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年级班级管理现状。基于对一年级班主任基本情况的研究和对幼小衔

接的理解，从一年级班级的组织管理，教学管理和常规管理等方面分析了一年级班

级管理的现状。 

第二，一年级的班级管理问题。一年级班级组织管理中存在师生关系缺乏前期沟

通有陌生感、不熟知，班级管理计划性差以及缺乏民主等；一年级班级教学管理中

存在着忽视学生兴趣，科任老师管理松懈，不够尽心，学生散漫纪律性不够等问题。

一年级班级常规管理中存在班主任对学生行为规范训练和班级环境建设重视不够等

问题。 

第三，一年级班级管理问题成因。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学生因学

校作息时间的变更，人际关系的变化，学习模式的不同，所处环境的转变，期望水

平的转变等学校环境的转变产生不适应感；其二、一年级班主任班级管理的应对准

备不足，对学生的认知不全面，管理理论的忽视，班主任自身职责定位不明确；其

三、家长思想观念相对滞后，责任性不强，与孩子缺乏有效沟通，家长在家庭教育

方面重视不够；其四、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重视程度上，开展教育活动目的性上，一

年级班主任继续教育上，学校观念落后，疏于管理。 

第四，一年级班级管理策略。分析得出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家长要树立科学

正确的教育工作理念，要加强对幼小衔接的认识，坚持“以学生为本”的理念，不

断更新班级管理理念的策略；在班主任一年级班级管理过程中，要兼顾幼儿的成长，

提出要充分考虑关注一年级学生的身心发展情况，确立合理的班级目标和理念，制

定科学有效的班级管理计划，建立和谐师生关系，各方面有效合作，扎实管理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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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imary school is the first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link betwee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and primary education. First 

grade class managemen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al activities, 

especially for the first grade students who have just graduated from 

kindergarten and entered primary school. As for the research on class 

management, previous studies mainly focus on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each 

section on a macro level, and less on the specific section, especially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the first grade. Nowadays, more and more educators have 

realized that class management in grade one is not only closely related to 

classroom teaching quality, but also directly affects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preschool cohesion,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lass management of first-grade teachers. 

This study takes 4 primary schools in wanbailin district, taiyuan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routine management of the first-grade head 

teachers, the problems in the first-grade class management are studied. The 

specific contents include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the status of class management in grade one.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the basic situation of the first-grade head teachers an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young and the you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irst-grade class management from three 

aspect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routine 

management. 

Second, the first grade class management problems. In the first-grade 

class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there are strange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poor class management planning and lack of democracy. In the 

first grade class teaching managemen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ignoring the students' interest, the section teacher is not dedicated enough, the 

students are undisciplined and so on; In the routine management of the first 

grade class, the class teacher and the class environment should be changed. 



 

  IV 

Third, the causes of class management problems in grade one.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first, due to the change of school 

work and rest schedule, the change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the 

difference of learning mode, the change of environment, the change of 

expectation level and other changes of school environment, students feel 

uncomfortable; Second, the first grade head teacher class management 

response preparation is insufficient, to the student's cognition is not 

comprehensive, the management theory neglect, the head teacher own duty 

localization is not clear; Third, the parents' ideas are relatively backward, the 

responsibility is not strong, and the children lack of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parents in family education attention is not enough; Fourth, the law of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ttaches importance to the 

purpose of carrying out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 continuing education of the 

first-grade head teachers, and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with parents. 

Fourth, the first grade class management problems solving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causes of first-grade class 

management, these strategies are analyzed and concluded that school 

administrators, head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establish scientific 

educational concepts, strength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hildren and children,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tudent-oriented", 

and constantly update the strategies of class management concepts. In the 

class teacher in grade one class management process, to balance between 

infant, offered to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focus on grade one students'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establish reasonable class targets and ideas,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plan, establish the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all aspects of 

effective cooperation, mix, solid management pragmatic strategy slightly. 

 

Key words: grade one; The teacher in charge; Class management; Little jo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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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问题的提出 

很多人的观点认为：学生在一年级学的内容是小学阶段知识中最少的，这时候

可以让孩子拥有宽松的空间，以后关键时刻再严格要求也不晚。但到了三年级又会

产生这样一个共同感触，那就是孩子的很多行为习惯已经形成，想要改需要付出的

更多。一年级，是孩子特别依靠父母的时候，也是行为形成的特别的、重要的阶段，

以及脑力提高的关键时期。一年级作为学生学习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学生对待学

习认真的程度、对待课堂表现、在学校老师树立的形象，都会影响学生性格特征的

养成。部分一年级的学生，由于父母的忽视，没有认识到到学习的意义，因此在上

课时出现注意力分散、坐不住、爱低头、不会听课等现象，所以在开学后的第一次

考试就出现很糟糕的成绩，听到老师对表现优异学生的褒奖，孩子会变得缺乏自信，

变得不爱与人交流。鉴于此，本文将从幼小衔接视角出发探讨，对一年级的班级管

理进行针对性研究，探索出解决问题的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是研究一年级课程管理问题，包括： 首先，调查小学一年级班级

管理的现状。 其次，解释小学一年级班级管理问题的原因。三是分析和解释问题产

生的原因，并对此进行研究。 

在学生的一年级学习生涯中，一方面幼儿园的学习生活对其顺利升入小学有着

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小学一年级的班级管理对其更好的适应和成长也起着很大的

作用。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幼小衔接的视角下，通过对太原市万柏林区 4 所小学一年

级班级管理的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 4所小学在一年级班级管理中存在的一些

问题，并找出一年级班级管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最后提出一年级班级管理问题的解

决策略。 

本研究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理论意义。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通过对一年级学生学习与成长这一需

要从多方面综合作用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学生的一年级的学习与成长是一个多方

面的许多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儿童的教育也并不能只说成是某一个单一元素作用

的结果，对以班级管理作为研究的角度来看，重点关注在特定学期的某个特定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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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和班级管理，从幼小衔接的角度考察一年级课堂管理的现状和问题。丰富并充实

现有的小学班级管理理论，进一步拓宽班级管理研究的视角。 

第二，实践意义。其一，有利于班级管理提高幼小衔接。幼小衔接作为当前开展

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应受到各方重视，本研究从班级管理的角度出发，

通过提出具体的班级管理措施，来指导幼小衔接的完成，对幼小衔接的实现具有指

导价值。其二，有利于指导并帮助一年级班级管理。本研究可以为一年级教师在班

级管理过程中对发现的问题找到了更有用的应对办法。对于教师来说，班级的管理

是老师在带班过程中都可能遇到最多的问题。本研究从进入学校第一年为起点，提

出了具有实际作用的策略。其三，从班级管理角度出发，利于学生身心发展，实现

教育目的。对于学生而言，一年级学生是接触学校生活的第一年，这一衔接点的好

坏直接影响到学生接下来学习和生活中情感、态度及价值观的形成。本研究从学生

进入学校第一年为起点，结合一年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分析中间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具有实际作用的策略。 

1.2 已有研究成果述评 

1.2.1 班级 

该课程最初是作为教育和教学的组织形式而创建的。“小学校长工作暂行条例”，

明确规定：在“阶级”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对“阶级”概念的不同解释。而

设立的基层教育机构，按一定人数建立一定年龄，同等教育水平的学生。 把“班”

和“级”分开来看，根据学校的安排，一组学龄儿童，身心发展水平和教育程度相

似的学生被统称为“班级”。有研究者指出，小学班主任的工作在小学教育中处于

主导地位。工作的成效决定这一个班集体整体的教育水平高低。班级是学校的基本

组成单位，而作为班级第一责任人，无可争议的就是班主任。班主任要对整个班级

的安全、学习、纪律等等方面负起责任。所以如何优秀的去完成班主任工作，需要

去进行深入的探究与讨论。①有研究者提出，现阶段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的常见

问题包括小学班主任管理观念落后、小学班主任管理模式单一、特殊学生的管理不

到位，并提出应对策略，小学班主任要改变管理观念、小学班主任要根据学生个性

                                                             
①

 肖爱燕.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的创新及实践.课程教育研究,2018(49):172-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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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特性制定对策、小学班主任要运用“小团体”的作用、利用活动带动学生团结互

动等。① 

1.2.2 班级管理 

 教育家钟启权一书--“班级管理理论”，把班级管理侧重于教师努力实现教育

目标，促进教育行为的实施，以及重组班级。  黄兆龙在 “现代学校的管理新理论

其目的是通过学生的多种表现和不同的学习方法和生活情况促进道德，智力，身体，

美学和劳动的和谐发展。 整个班级的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此外，学者吴青山等人在“班级管理”中作了解释：“班级管理是教师或教师，

学生遵循一定的标准，妥善有效地处理班上人，事，事的事务。一方面，从教育原

则，道德教育原则，以及人的身心发展出发，②钟启泉。 上海教育出版社。 “班级

社会学论析”[ 钟启全．班级管理理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34]教

育学家钟启泉[钟启权。 上海教育出版社。“班级社会学论析”， [③ [ 檀传宝.德

育与班级管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7-91][ 檀传宝.德育与班级管理，

指导班级管理工作。 另一方面，④[ 李镇西.我这样做班主任：李镇西 30 年班级管

理精华.桂林和李振喜主编的“30年课堂管理精华”。适合学习。由于它们都是新鲜

的教学案例，管理方法也具有鲜明的个性，适合学习。 

其次，在小学一年级班级管理研究中[王小梅. 22-28]班级管理问题受到了更加

广泛关注，所以研究成果也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国外相关研究，齐学红的“班级

管理” 在课堂管理中，必须认真对待人的因素。 管理主体与教师团体沟通。 每个

人都提到了“小心课”的发展。 在人文主义的影响下， 此外，美国的一些学者对

该类的规则和规则进行了研究，Carol Weinstein Simon。指导系统意思就是由教师

或者年龄相对较大的学生，来负责课堂管理，进行与学生的沟通和合作。教师的基

本职责不仅是建立班级，同时帮助学生同时提高学习，生活，道德，美学和身体方

面。 苏霍姆林斯基说自我教育就是用一定的尺度来衡量自己。 

1.2.3 幼小衔接

                                                             
①

 宋立华.小学班主任班级管理工作中的常见问题及应对策略分析.中国校外教育,2018(32):41-42. 
② 钟启泉．班级管理理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7-34 
③

 檀传宝.德育与班级管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87-91 
④

 李镇西.我这样做班主任： 李镇西 30 年班级管理精华.桂林： 丽江出版社，2012.3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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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通常对幼儿园和小学则用“幼小衔接”来表示阶段“过渡”，两者隶属

于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教育机构。 二者的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也存在很大差异。在国内

已有的相关的研究与实践中，更注重的是幼儿园单方面对小学的衔接，大多数幼儿

园应该对小学生活进行多数准备性相关研究，幼儿园很重视对小学的准备，能看出

幼儿园对二者的相互关联过渡做出努力的更多。 郑斐提出“如何做好小学一年级学

生的工作””指出：“首先，我们必须善于正确引导孩子们的正确思想，让孩子感

到自己能是小学生的骄傲，然而，幼儿园和小学的两所小学之间的联系被提升到更

高的法学水平，直到 2001年 1月。 在制定明确的规定之前，教育部颁布并实施了 “幼

儿园教育指导指南（试行）”。 显然幼稚园应与小学联系。 

后来，两位教育工作者陶翠萍和林存金表示，小学阶段有一种年轻联系。“小学

教师在他们年轻的关系中是被动和被动的; 年轻的融合课程陈旧而固定; 年轻的教

学环境过于简单化和“静音”等问题。 

唐晓娟指出，幼儿教育应注重连续性。 从“儿童”到“小学生”的转变不仅仅

是暑假。 这表明年轻的凝聚力同时，家园联系也要做好衔接工作。 

综上所述，在知网以“班级管理”为关键词来搜索，近年来关于中学班级管理、

小学班级管理的研究特别多，但在说到小学关于幼小衔接的一年级这个特殊阶段的

研究比较少。另外，此次研究也更增加了幼小衔接的研究内容，对幼小衔接这一与

其他班级管理不同的阶段来说，本研究着重点在于幼儿园和小学的两个不同层面的

双向研究，并不只是从幼儿园对幼小衔接起作用这一论点出发。在知网中搜索中发

现，研究学生入学前要学习什么、入学后又将如何适应、衔接中注意什么等文章较

多。 大部分研究幼儿园孩子应该如何平稳的向小学过渡，如幼小衔接中家长要做好

怎么的学前准备，怎么能做的更好，如何作为一个纽带能连接起幼儿园和学校，很

少有小学的新生一年级阶段应该如何衔接幼儿园的工作，单从幼小衔接的班级管理

研究确实很少。此次研究增加了幼小衔接的研究内容，对幼小衔接这一与其他班级

管理不同的阶段来说，本研究着重点在于幼儿园和小学的两个不同层面的双向研究，

并不只是从幼儿园对幼小衔接起作用这一论点出发。 

1.3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1.3.1 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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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年级班级管理现状，基本概念和小

学班级管理内容;  第二，一年级班级管理中有的一些问题；第三，分析得出出现问

题的一年班级管理的成因; 第四，一年级班级管理对策策略。 

1.3.2 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法。文献方法是收集和分析各种现有相关文献资料并从中选择信息以

达到调查和研究目的相关方法。 依靠一定的媒体，如图书、期刊、杂志、网络等，

对与研究主题类似的内容进行系统查找来确定研究的主题，了解研究什么状现在是

什么状况的一种方法以及手段。本研究在运用多种媒介来查阅小学一年级班级管理

的有关文献，以此为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确定提供相关依据。 

第二，访谈法。访谈法是调查者在进行调查开始之前，定出访谈的提纲，在调查

中以相互面对面的方式，和被调查者进行交流访谈，而进行资料的收集。研究运用

非结构的访谈，本文通过与太原市万柏林区附近四所学校的一部分组织管理者、相

关教师、一年级的部分班主任、部分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从中找出所反映出来

的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为本研究获得可靠有效的相关资料。本研究采

用访谈作为观察的辅助和补充，采访了教师在观察期间收集的材料，并探讨了有关

课堂管理问题的更多信息。。本文通过口头交谈的方式与受访人群进行交流，通过

受访人群的答复客观地了解研究对象。 

第三，经验总结法。经验总结法是一种通过在观察实践中发生过的具体的不同的

情况，针对发现的情况对其进行分析和总结，使其变成一个系统化和理论化，并且

能正确客观表达经验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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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一年级班级管理现状 

   本文从太原市万柏区 4所小学一年级班级中选取 40位班主任及 16位负责人作为

访谈研究对象，并从每个学校随机选取了 70位家长和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根据

访谈的内容，分类整理成班级管理现状的各方面，并根据班主任、学校管理者、家

长及学生的回答，参考问卷调查法中程度等级的评定标准，将其内容按不同程度进

行了归类，以对所反映出的问题进行深入的了解，为本研究获得可靠和有效的参考

资料。 

2.1 一年级班主任基本情况 

在对太原市万柏区 4所小学一年级班级班主任的研究中，我们了解到这些教师

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并存在如下特点： 

第一，以青年教师为主，带班经验少。教师中 25 岁以下的相对较少，35 岁以下

的相对较多，45 岁以上的班主任所占比例只有 7.5％。在教学年龄方面，一年级小

学的班主任较多，教师年龄不足一年的只有一人，教学年龄为 1-3 岁的班主任占 50％

以上。3-5 年教龄的班主任为 37.5％，而在 5-10 年教龄的班主任仅占 7.5％。担任

班主任的老师有较年轻的趋势，87.5％的老师说这是第一次作为班主任，12.5％的

老师说他们多次担任班主任。 

第二，女性居多，性别结构符合小学教师总体趋势。多数为女教师，相比男教

师而言，普遍更加细心认真、负责，可以承担一年级的班主任工作。 

第三，班主任学历结构合理，总体水平较高。一年级班主任中 75％的教师为本

科学历，22.5％的为研究生。专科学历的班主任只有 1 人，仅占 2.5％。 

 

表 2.1 太原市万柏区附近四所小学一年级班级班主任的研究情况 

 项目 人数（N=40） 比例（%） 

性别 
男 5 人 12.5% 

女 35 人 87.5% 

    25 岁以下 1 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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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25-35 岁 30 人 75% 

35-45 岁 6 人 15% 

45 岁以上 3 人 7.5% 

教龄 

1 年以内 1 2.5% 

1-3 年 20 50% 

3-5 年 15 37.5% 

5-10 年 3 7.5% 

10 年以上 1 2.5% 

学历 

专科 1 2.5% 

本科 30 75% 

硕士研究生 9 22.5% 

是否初次担任

班主任 

一次以上担任

5 人 12.5% 

第一次担任班主

任 35 人 87.5% 

 

2.2 一年级班主任对“幼小衔接”的了解状况 

通过访谈，汇总教师的观点，根据研究问题，针对“幼小衔接”的了解状况，

我们总结出三个基本方面，分别是班主任对“幼小衔接”过渡工作的了解程度；班

主任对儿童入学前具备的各种能力、知识、习惯的了解程度；班主任是否了解“幼

小衔接”的联系工作。班主任访谈情况具体见表 2.2 

其中，班主任对“幼小衔接”过渡工作的了解程度根据班主任的访谈内容进行

判断，同时也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进行了隐形测试，得出有 5 人表示自己对幼儿园到

小学的过渡工作非常熟悉。20 人表示自己对过渡工作的了解一般。10 人表示他们对

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工作知之甚少。只有 5 人表示自己完全不了解。 

问及“对儿童入学前具备的各种能力、知识、习惯了解程度如何”，则是考察

班主任对儿童的现状是否清晰，有无履行班主任的责任，划分不同程度的依据在于

班主任具体回答了解多少学生，熟知多少学生的信息等。有 5 名班主任表示他们有

非常了解，9 人说他们了解程度一般，22 人说他们不太了解，有 4 人说他们完全不

了解。如有教师对自己班内的学生了如指掌，对他们的知识掌握程度非常清楚，可

以完全表述出来。 

问到“是否了解‘幼小衔接’的联系工作”，考察班主任的工作职责，有无基本教

育理论知识，除访谈外，还通过“是否知道一些教育家关于班级管理的理论，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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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等进行判断。其中 7 人说他们对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联系工作有很好的理解，

4 人认为自己了解程度一般，还有 10 人说他们对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联系工作了解

不多，19 人说自己完全不了解此项工作。如某教师说：“自己从教时间短，之前没

带过班主任，这方面经验少，对幼小衔接基本不了解，还没来得及学习”。 

 

 

表 2.2 小学和幼儿园之间的联合工作了解情况 

 非常 一般 较少 完全不 

班主任对“幼小衔接”过

渡工作的了解程度 
5 20 10 5 

班主任对儿童入学前具

备的各种能力、知识、习

惯的了解程度 

5 9 22 4 

班主任是否了解“幼小衔

接”的联系工作 
7 4 10 19 

2.3 一年级班级的组织管理 

对于一年级班级的组织管理，主要采取了以下三种指标，根据班主任对班级活

动的关注程度，对班级活动组织的投入情况和活动中的秩序情况，设置了“班主任

班级组织过程有组织、不随意”。根据班主任对学生的学习、性格了解程度，设置

“班主任对学生情况是否熟悉”。根据班主任培养班级凝聚力的各项条件，如是否

有班训，是否开展班级活动，是否建立奖励机制，是否做到全体学生参与等等，设

置“班主任培养班级凝聚力的各项条件执行情况”，以及设置最后的“一年级班干

部是否由学生投票决定”。具体访谈统计情况见表 2.3。 

表 2.3 班级组织管理方面情况 

 完全

符合 

基本

符合 

较少

符合 

完全不

符合 

班主任班级组织过程有组织、不随意 5 26 9 无 

班主任对学生情况是否熟悉 20 18 2 无 

../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1/PaperPass-æ——èˆ°ç‰ˆ-æ£€æµ‹æŠ¥å‘Š/htmls/sentence_detail/34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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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访谈发现：第一，当问及“在班级组织管理方面，是否有明确的班级组织和

建构意识”，26 人表示他们基本符合要求，9 人说他们较少符合要求。第二，在问

及“对学生情况是否熟悉”时，20 名教师都表示，他们充分了解学生的情况，并照

顾孩子，营造归属感；有 18 个人表示他们基本熟悉学生的情况，并照顾孩子，营造

归属感；只有两个人说他们不了解学生并给他们一种归属感。第三，当问及“培养

班级凝聚力的各项条件执行情况”时，只有 5 人表示他们完全遵守各项条件，17 人

表示他们执行力一般，还有 18 人表示他们较少进行班级组织建设来培养班级凝聚力。

如有班主任认为，“孩子们刚走出幼儿园，上一年级，班级这个概念还很淡薄，这

个时候就谈班级建设，是不是有些不合孩子们的客观成长规律”。第四，当问及“一

年级班干部是否由学生投票决定”时，其中 9 人表示班级组织在班上确定，班干部

完全遵守学生的民主决定。有 21 人表示比较符合，10 人表示不太符合。不太符合的

班主任解释说，采用民主的方式，会让一些强势的学生占据主动权，不利于性格弱

势的学生的培养，所以自己定班干部会将内向的学生考虑进来，通过班干部锻炼自

己，来形成自己的性格。 

2.4 一年级班级的教学管理 

教学管理是一个过程,管理科学与教学理论的原理和方法来充分发挥管理功能

的规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所有元素的教学过程集成,使其运行有序,提高效率。教

育行政部门与学校一起共同承担教学管理工作。教学管理包括教学计划管理、教学

组织管理以及教学质量管理等基本形式。本文一年级班级的教学管理主要访谈学生

的教学学习情况。在如表所示的访谈结果中，我们发现，当问及“是否对学生注意

力不集中、看一下黑板写一下的行为及时进行批评”中，26 人说他们完全遵守这一

点，必须及时批评抑制学生的不良行为，9 人说他们比较符合，5 人说他们不太符合。

没有教师表示完全不符合这一点。当问及“是否有目的的帮助学生培养专注力和任

务意识”时，14 人表示自己完全符合，17 人说他们比较符合，9 人说他们不太符合，

没有老师表示自己不这样做。多数教师均表示，在一年级正是培养学生专注力的时

期，所以在这一方面自己会多花些工夫。当问及“采用传统教授的方式，学生获得

班主任培养班级凝聚力的各项条件执行情况 5 17 18 无 

一年级班干部是否由学生投票决定 9 21 10 无 

../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1/PaperPass-æ——èˆ°ç‰ˆ-æ£�æµ‹æŠ¥å‘Š/htmls/sentence_detail/36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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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体验”时，大多数老师表示自己通过讲授能使学生能够获得丰富的感知体验。

38 人表示完全符合，1 人表示比较符合，1 人表示自己不太符合。当问及“学生参与

教学，以确保教学内容的有趣、有组织”时，35 人表示完全符合这一点，有 4 人表

示比较符合，1 人表示不太符合。 

由以上的访谈总结，我们可以看出，小学一年级阶段的教师仍以教学活动开展为主，将更多的精

力花在了培养学生学习行为上，通过教学活动来塑造学生，培养学生良好学习素养，体现了一名

师者的本来责任。 

表 2.4 小学一年级学生的学习行为的情况 

2.5 一年级班级的常规管理 

班级的常规管理即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和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有目的、有计划、

有组织的对全班学生的学校日常生活进行的有序的管理。在采访过程中，当问及“如

何提出班级常规的要求和规则”时，有 8 人表示随意选择时间进行讲解；有 22 人表

示利用班会时间针对班级常规提出要求；还有 10 人表示利用一切时间对班级常规反

复进行讲解；当问及“如何面对学生违反班级常规的负面行为”时，有 15 人表示多

次口头强调学生的负面行为和不良影响；20 人表示对学生的不良行为会进行及时的

惩罚；仅有 5 人表示会更多地从正面陈述班级纪律和要求。当问及“如何制定和维

护班级常规制度”，有 8 人表示，自己细心讲解和学生自己学习班级常规相结合；

有 21 人表示，由班委干部带头进行班级常规的学习和维护；有 15 人表示，会以黑

板报、手抄报等形式把规章制度书面化，置于教室显眼位置，以便学生随时学习。

 完全符合 比较符合 不太符合 完全不符合 

对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看一

下黑板写一下的行为老师

会及时进行批评 

26 9 5 无 

有目的的帮助学生培养专

注力和任务意识 
14 17 9 无 

采用传统教授的方式，学生

获得更好的体验 
38 1 1 无 

学生参与教学，以确保教学

内容的有趣、有组织 
35 4 1 无 

../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1/PaperPass-æ——èˆ°ç‰ˆ-æ£�æµ‹æŠ¥å‘Š/htmls/sentence_detail/384.html
../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1/PaperPass-æ——èˆ°ç‰ˆ-æ£�æµ‹æŠ¥å‘Š/htmls/sentence_detail/384.html
../AppData/Local/Temp/360zip$Temp/360$1/PaperPass-æ——èˆ°ç‰ˆ-æ£�æµ‹æŠ¥å‘Š/htmls/sentence_detail/3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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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问及“教师自身是否遵守班级常规”时，有 22 人表示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给学生

树立良好榜样；有 5 人表示，班级常规的对象是学生，自己不需要遵守；有 11 人表

示，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否遵守班级规范，还有 2 人表示自己

不能严格遵守班级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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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年级班级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太原市万柏林区 4所小学班级管理的调查，对一年级教师就一些具体问题

进行访谈。笔者发现，目前小学一年级班级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具体表

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3.1一年级班级在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3.1.1 师生缺乏前期沟通，存在陌生感 

由于一年级管理对象的独特性，其独特性显而易见：此特殊群体处于两个学段的

衔接期，因其刚由幼儿园过渡至小学，师生之间的陌生感很强，主要表现有： 老师

不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师生间沟通交流不多，故而存在一定距离感。对于学生的

第一印象仅限于一纸薄薄的花名册，更深层次的个性特点、言行习惯及性格特点等

较为深层的特性无法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这些信息的获取只能依赖于老师依据自

身的从教经验进行判断，主观性较强。而一年级以后，各个学年之间都会有班主任

之间的信息交流，这些信息中就涵盖了学生基本情况、个性班级发展的具体情况等

内容，故之后的师生关系就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融洽，有利于学生迅速融入集体，

便于老师教学任务的开展。 

3.1.2 班主任缺少班级管理规划，班级管理随意性强  

班集体的建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有目标有计划的进行，离不开班级目标和

班级发展方向的规划。 而一个班集体建立的开端，往往始于开学，这时是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相互熟悉的有利时机。 

笔者： 你在上一年级课程之前做过一些特别的准备吗？ 

张老师：“我之前带过很多届一年级，每次开学和以往新学期开学差不多，基本

上没有太多的新准备。此外，在班主任手册中，会体现一些关于学期整体计划或者

本学期需要完成的教学目标的说明，加之，开学时往往要应对处理学生日常学习生

活中诸多琐事，自己也觉得没必要进行别的计划。” 

从班主任浅显易懂又形象生动的表述中，使学生交流和讨论欠缺。 

可以看出，目前的一年级小学校长没有对班级发展方向的宏观理解。 缺乏主动

计划管理班级的意识，班级管理基本上局限于对学生生活的具体指导。 

3.1.3 班主任重视权威，缺乏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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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下，经常有“军人”级教师。这类型的班主任，定夺并安排所有

班级事务，凡事都亲力亲为，自己选定班级的班干部。班主任在课堂上主题为“我

是小学生”。  一位“军事”班主任主持领奖台并说：“学生们，请保持安静，坐

下来。 让我们在这堂课上开始一个主题课。  

3.2一年级班级存在于教学管理的问题 

3.2.1 注重灌输式教育，学生学习兴趣薄弱  

就课堂教学而言，好的引入是成功的一半，有许多方法可以将新课程的引入引入

问题设置，使学生积极投入课堂然后介绍教学内容。 然而，在实践中一年级课堂的

教学工作，笔者观察到教师的教学方法仍然大多是灌输。 

3.2.2 科任教师管理松懈，学生纪律性不够 

采取恰当的措施来建立规范的班级。班主任和其他课堂教师 组织，指导和协调

各种相关因素，开展综合活动，实现共同目标。 

从班级管理概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班级管理者不只是指班主任，一年级

特别的发展不稳定，教师只负责完成教学任务，在作者定期观察之后，发现该部门

的教师对班级的管理很少，未能有效约束学生的行为。 

3.3一年级班级常规、习惯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3.3.1 班主任对学生行为规范训练不够 

3.3.2 班级环境建设重视不够 

能与时俱进，在实践中不断改进的班级环境才是好的班级环境，在笔者观察看到

的一所小学，班级环境基本没有变动过。 

从开学初期，在教室前后方靠窗的位置，分别有一个杂物柜、书柜。教室后面的

黑板上画的有关环保的黑板报，有几盆花在窗台上，有肥皂、洗手液在前面的杂物

柜里。扫除工具被班主任放在教室前方靠门一侧。应学校要求，今天学生每人带来

一张写真照片，并被贴到班级外面的展板上。可见，班级环境基本结构十月初就已

经形成，但是，十一月末，笔者再次到班里时，班级布置依旧如此，没有太大变化。

反观幼儿园，每月都会根据当月的主题，布置教室环境，创设新的适合季节或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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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等有意义的实物来改变班级环境，给幼儿一个活泼、多变、新鲜的学习环境，对

孩子的健康成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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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一年级班级管理存在问题的原因 

笔者根据观察到有关一年级教师教学方法单一、班级组织管理，以及班级行为规

范教授浅显，班级教学管理和班级常规管理中出现的师生陌生感强等问题，进行以

下分析。 

4.1学生新入学校在和幼儿园学习生活不同所产生的不适应 

一年级学生由幼儿园升入小学，在学习、生活等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使得学

生不能很好适应小学的学习和生活。在哈克理论中，学生由幼儿园升入小学主要有

六个方面的转变，从而导致学生对初入小学阶段产生了一些不适应的反应： 

4.1.1作息时间的变更，改变了的作息时间 

和小中班基本一样，幼儿园大班也是保教相结合，幼儿照顾生活为主，也和小学

生是不一样的。 

整体来看，在园活动时间较为充足，学习时间少，到了小学作息时间有很大变动。 

4.1.2人际关系的变化，人际交往随环境变化 

幼儿到小学生，周围的关系人物定位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学生对自我管理并自立

的要求大大提升，入学后每天所面对的是要求严格并且有学习成绩考核的教师。 

4.1.3不同的学习模式 

小学生主要是班级授课，教师进行正规的分科教学。在此，笔者分别呈现幼儿园

和小学一年级两节课的片段进行对比。 

4.1.4所处环境的转换 

幼儿园的教室布置会根据每月的节日不同而随时更新，布置内容主要是按照各自

班级学生的喜好悬挂或张贴各类照片、手工制作等，通常会将本班学生的照片粘贴

在墙上。小学的教室布置则较为固定和统一，标配有：桌椅按照横竖整齐排列，两

面黑板分别位于教室前后，杂物柜、卫生角、图书柜等，位置固定基本不变动。 

4.1.5对学生期望要求有所变化 

幼儿随之变成一名小学生，会在家长和教师心中会有更高的期望值。在幼儿园，

教师主要关注儿童保育教育，父母对儿童的期望则是健康快乐地成长与生活。但是

到了小学， 随着孩子角色身份的转变，教育目的改变，衡量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往

往取决于各科成绩的高低。家长和老师们无论从自身还是从学生的角度，都希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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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取得好成绩，对学生的期望水平从健康成长的初级层面上升为取得更好的学习成

绩这一更高层面，从而使学生也承受了更多压力。 

4.2教师对班级管理的应对准备不足 

4.2.1班主任对学生的认知不全面 

有着丰富的小学教学和管理经验的班主任接管一年级比新的老师更自如不乱的

接管新班， 交流沟通了解学生各个方面的情况，而一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无法与幼儿

园老师进行沟通以至于没办法全面了解新生的情况。班主任老师仅能凭借对学生的

表面现象的映像，以及幼儿园老师主观的判断而做出的书面评语，对了解流于表层，

了解和掌握的不够全面，缺乏更多的耐心和正面引导而导致一年级班主任老师对新

生很强烈的陌生感，以至于学生和老师感到生疏不能向老师敞开心声。 

4.2.2教师对于管理理论的忽视 

作为一名称职的，对学生有很大影响，有主观作用的一年级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师，

教师的专业知识就要比较全面不能仅仅局限于教学大纲中所要求的。  

4.2.3班主任琐碎繁杂的工作 

经观察，发现每天一年级班主任来的最早，等待学生到来， 整理教学大纲。待

学生到齐后，学生有纪律的开始一天的课程、在课间带领学生上课间操。 并且，班

主任老师除了为本班学生上课，还有可能兼任其他一年级班的课程老师， 所以几乎

一上午的时间都穿梭于各个班级，课后还要批改作业，备课，为下一堂课做准备。 

4.2.4 班主任对自己职责定位不明确 

一年级学生有很强的向师性，这是因为在学校中班主任对于学生来说往往是和

他们联系最密切的人，一年级班主任老师担任着多种角色。 它也是学校和家长之间

的桥梁。 在每个班级里除了要遵守“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当然，也要让学生知

道，制定班规不是为了处罚学生，而是带领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一年级的学

生，学习班规要循序渐进，每天对班规进行深化与巩固，直到学生牢记于心。将班

规融入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对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4.3 家长忽视家庭教育责任 

4.3.1 家长思想观念相对滞后，责任性不强 

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辅相成，家庭教育要在受教育者教育的各个方面中贯穿，

共同参与整个过程。通过访谈，我们会听到“学校是老师教书教学的地方，就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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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学生的全方位的全面发展”、“我们也没有多少教育孩子的经验，交给学校是最

放心稳妥的”等等话语，这显然是家长在推卸教育的责任，家长的思想观念相对落

后，将全部教育责任都施压给了学校，在此情况下，班主任的工作任务量将很大增

加，对班级管理必将会造成一定的困难。 

4.3.2 与学生缺乏有效沟通 

根据笔者的教育经验，并从一些家庭教育的案例中，我们知道家长对教育的知

识和经验是有限的，对于教育活动的正确开展，运用教育理论对学生进行教育，是

不容乐观的。通过对班主任的采访，大多数家长忽视教育，不重视孩子的成长，尤

其是孩子的心理健康教育,对于正处于幼儿园过渡到小学阶段的学生来说，如果仅靠

学校来施以教育，则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在父母的参与下，儿童才能在幼小

衔接阶段发展良好的人格，形成健康的心理。 

4.4 学校观念更新缓慢，疏于管理 

4.4.1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重视不够，开展教育活动的目的性不强 

学校是开展教育的活动场所，是以系统知识为主要传授内容，以培养社会所需

人才和个人价值的实现为目标，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正式的教育组织。不过，

根据学校行政人员的访问，我们知道学校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不理想。在儿童

期的衔接阶段对学生进行教育，特别是在学校的年级和班级管理方面。 

在采访学校负责人时，询问学校是否会为一年级学生进行专门研究，并投入更

多的精力来保证学校的教育活动。一年级的学生。答案基本上是否定的。学校管理

部门解释说，学校是一个整体，不仅仅是一年级，所以小学六年的教育将是作为一

个整体考虑，但特殊情况除外。一般来说，一年级学生没有得到特别有针对性的照

顾。当被问到他们是否知道初中生处于内聚力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的学生应给予

更多的指导，答案是了解一年级学生的身心特点。但是学校毕竟资源有限，还是主

要考虑全局。 

学校在一年级教育上的不重视，对于一年级学生的教育活动有序开展及班级管

理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学校未考虑到环境变化给学生带来的巨大影响，

盲目认为学生的适应能力很好，不需要更多地引导，完全忽视了学生的自身身心发

展规律，没有做好引路人的责任。 

4.4.2 缺乏对班主任培训继续教育 

班主任培训是班主任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目标发展的需要，教育要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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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未来的竞争，这一点应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对教师和学校进行访谈时，我

们了解到，有老师说学校除了开大会进行班主任工作检查、或者随同市里统一进行

班主任培训外外，很少有外请专家讲座，或者请心理教师进行班主任培训辅导。学

校层面则从教学工作安排角度来出发，解释到班主任工作量大，教师课时多，存在

有不能多次开展培训的客观条件等。 

班主任缺乏再培训和再教育，将使班主任的工作陷入一种固定的思维状态，不

能跳出固有的教育圈。对幼小衔接阶段的学生的管理模式，将对学生人格的培养产

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是民主的管理方式和鼓励学生自主活动等。学生则会更趋向于

性格开朗，善于沟通，善于与人进行沟通。因此，只有加强培训，鼓励教师之间进

行沟通，才会创新出好的管理方式，进而改变当前的境况。 

4.4.3 家校沟通缺乏 

如前所述，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不可孤立，家长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同样，学

校也应该有意识地采取主动。与家人沟通，只有双方形成一支合力。只有推进班级

管理工作才能取得实效。在幼小衔接阶段的学生更应是家校沟通的重点，一年级的

学生在学校常常会出现不可控情绪及行为，如果不定时与家长联系，往往会造成不

良后果。 

据访谈，我们得知，学校进行家校沟通的主要方式是开家长会，然而除了定期

开家长会外，很少再联系家长，将把与家长联系的责任完全交给班主任，不能全面

照顾到每一位一年级学生的家庭，或者说，学校多次强调要加强与家庭的沟通，但

是能具体落实的寥寥无几。当学校对班主任的任务量太大时，副班主任又安排不及

时，或分科教师不能分担班主任的工作量，存在有懒政的行为，这些行为对于正处

于幼儿园和小学过渡阶段的一年级的学生会造成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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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一年级班级管理存在问题的解决策略 

5.1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家长要学会改变教育观念，树立科学的教育

观念 

学校管理人员，班主任和家长一起作为班级的直接或间接组织者和建设者。但

是目前大部分学校的一年级新生班的班主任趋于年轻化，对于班级新生的教学管理

能力，新生对校园生活的适应能力，都会使班级呈现出不同的班级风格面貌。  

5.1.1 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及家长要加强对幼小衔接的认识 

在大部分人群的惯性思维中：幼小衔接在幼儿升入小学前完成，在学生升入小学

后，都认为其是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但事实是涉及到学生在小学接受初期教育的

阶段。因此，学生从幼儿园阶段进入到小学阶段的过渡适应和发展相连接。一是加

强幼小教师的沟通，也可以为一年级的班主任和家长提供一个小链接来阅读相关的

阅读材料。每个人都可以随时学习知识和经验，这有助于加强每个人对年轻人联系

的理解。 

5.1.2 学校管理者，班主任和教师，家庭要“以学生为本” 

教育理念，是教师教育.教学的灵魂。 虽然没有体现，但它总是渗透到教师的日

常教育中。学校管理者和班主任应该纠正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什么

样的建设者和继承者， 

5.1.3 班主任要不断更新班级管理理念 

要保持“终身学习”的教育意识，把更好的知识、思想、教育理念应用于工作

中，从而树立一个值得信任、自得尊重的良好形象。 

5.2管理过程： 兼顾幼小衔接 

5.2.1 充分考虑一年级学生身心发展情况  

一年级是儿童智力蓬勃发展并认真掌握条件性知识的时期。 一年级学生基本上

是 6或 7岁，他们的思维特点主要有：对事物有一个具体的形象、思想不可逆，无

物体保护概念，以自我为中心。自从他进入学校门口之日起，孩子的角色发生了变

化。 在幼儿园期间，孩子们主要是“玩耍”，在小学阶段，他们必须系统地学习和

掌握知识和技能。，接受良好行为准则的培训和约束，并参加各种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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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如何提高小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并

重视学生身心发育状况，并依此采取适当的教学组织形式与教学方法。 一方面，老

师不应该错过教学的机会，另一方面，必须考虑低年级学生的生理特点，争取更多

时间教学。 这要求教师必须掌握组织教学的一些技巧。  

其次，班规的制定和实施 对于小学生来说，如何在新学期开始前营造积极的课

堂气氛是班主任的重要任务之一。 俗话说，“没有规则不方便”，班级规则可以使

一年级学生从一开始就形成正确，良好的学习氛围， 要调动全体学生参与班规的制

定。必须认真执行班级规则。 但在特殊情况下，当你在课堂上时，你不能太刻板。  

5.2.2确立班级奋斗信念  

班级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一个班级从建立之初到最终成型，往往需要一个相对较

长的时间。 

家长和老师经常被要求监督和使用，并且在学校开始时，为班级设定了共同的目

标。 每个学生同意熟悉这一目标并共同努力实现这一目标非常重要。笔者观察的一

年级教师对于对于班级的管理目标却不明晰，部分教师甚至认为班级目标的确立有

没有都行，对班级目标的重要性选择性忽视。 一年级教师如何把一个刚组建的班级

尽快建设成一个团结向上的班集体，确立一个明确的班级目标十分必要。该年级的

学生是一个个分离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具有极强的可塑性，理想信念的设立应注重

梯次性。  

5.2.3 制定科学而显著的班级管理计划 

它是班级管理效率的第一条件，它对教师有着严格的要求，促使学生效仿。 

第一、做好表率，发挥榜样效应 

一般来讲，品行是一个人最宝贵的德行修养。一年级学生有很强的可塑性，班主

任在日常管理中，首先，应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知识水平，其次， 还要以身

作则，对自己更是要严格要求，正面引导学生，不能传递负能量。例如想要学生在

走廊中保持安静，自己也要安静； 要求学生文明和仪式，他们必须文明和仪式。当

班主任能够表现得体，而且一切都很模范时，学生将在不故意发布命令和要求的情

况下采取行动; 另一方面，如果班主任自己不能以身作则，学生也会效仿。 

此外，教师还有必要教授问题的解决之道，逐渐渗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身为

班主任，应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应充分重视自身道德形象的树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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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发挥情感作用，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 作为教育的研究者，对教学

工作不盲目遵从别人的方式方法，更应有一套自己的方法。 

5.2.4建立师生间的和谐关系 

作为一名班主任，时刻了解和掌握每个学生性格的不同非常重要。课下时，不仅

要向一个好教师努力，更要向一个好朋友、半个家长的方向努力，经常地与学生沟

通交流，通过交流知道其兴趣爱好、学习生活中存在哪些困难和问题。 如能准确掌

握每个学生的性格不同，就能更好的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因

才施教”。 教师和学生应该尽力考虑同理心。 这种教育可以发挥更好的教育效果，

可以保持更好的师生关系，引导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中遇到困难。 首先与班主任沟通，

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第二、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中心 

作为班主任，在考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学生的角度考虑和判

断。 由于小学生的心智还不太成熟，几乎没有社会经验，但是求知欲又特别强烈。 

在课下和学生对学习谈心沟通时，对各类同学的谈心方式也应不同，平常的学生

要多多鼓励增强信心，发挥他的潜力。班主任应该尊重并且顺从接受学生的思维的

各种各样的特点，逐步慢慢培养提高形成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发散性思维，而不是

简单粗暴地，不讲原则，不从学生角度考虑而要求学生服从。严格刻苦努力的死板

教条的死学习和纪律致使学生将来的生活和学习在创新的能力上不足。 终关注学生

的学习。为了找出问题的原因，教师，家长和学生一起努力改善他们的问题并解决

问题。生活和教学中一定要有威信， 

第三、逐步树立正确的师生观 

不能把老师的地位摆得太高，疏远了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和距离。 让学生自己作

主人，参与到班级的日常。 例如，每天同学之间轮流负责纪律和打扫卫生，让大家

都知道，违反纪律是不对的。 通过增强主人翁意识，自觉得遵守班组纪律、促进同

学间团结，提高教学的效果和学习效率，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第四、掌握好教育尺度 

班主任对学生来说不是太严格，所以学生害怕老师。 当学生犯错误时，如果老

师生气或焦虑，甚至对学生进行谴责或体罚，都会产生不良影响，不能很好地解决

问题。 班主任必须分析学生的具体问题，明确问题的后果，让学生真正意识到自己

的错误和认真。 与学生一起纠正问题，他们可以健康成长。在班里的课堂活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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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时，教师和学生可以扮演成为朋友或父母的角色。同时，教学中一定要有威信，

让学生信服、信任班主任，但是教师有工作不到位或者不正确的地方，学生也可以

提出合理的批评或者建议，教学相长、相互促进。 

5.3 各方面有效合作，形成合力，扎实管理实效 

个人反思是从自己角度做出的审视和评价，难免会具有主观性，各方面共同反

思则会使审视结果更具客观性和准确性。 

第一，学校积极组织交流活动，进行讨论，与家长沟通联系，培训教师，与他

校弥补彼此的优缺点，协调关系。学校组织交流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吸收其他

学校的先进经验，弥补自己的不足，使教学达到更好的效果和目的。教师认识到幼

儿在幼小衔接阶段的生理和心理特征，并从职业角度对待这一特殊阶段的儿童。 

    第二，教师积极展开反思，以组建班主任小组为单位，互相借鉴经验，彼此配

合一起进步。在幼小衔接的过渡时期，有经验的老班主任和新青年教师都有自己独

特的见解和认知。新任命的班主任对教育热情度很高，有一定经验的班主任在管理

过程和管理方向方面更有见解。 通过学习良好的行为以及沟通策略，学习成功经验，

分析班级管理上的差异，以及改善自身的错误观点， 你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解决同

样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想法，我有一个想法， 每个人都交换彼此的想法，那么每

个人都有两个想法。因此，我们应该积极地互相沟通，并把存在的不足积极反思。 在

管理过程中进行管理，并预测可能出现的问题，以便做更详细的工作并付诸实施。 

第三，家长反思自身，更新教育观念，担起责任，积极与学校联系沟通，全方

位关爱孩子。 

大多数家长认为学校教育对他们的孩子很重要，特别是在幼儿园步入小学的特

殊时期，但是有些家长认为学校教育是主要的。教育子女的任务由教师承担。孩子

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应该留给老师，一些家长认为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是分开的，

这就需要家长积极反思。作为一年级学生的家长，要多关注孩子在校期间的表现和

问题，并应及时与教师沟通。每天以短信或在线聊天工具的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向老

师提供反馈家庭作业的完成。对于一些特殊的问题，我们可以与教师面对面，有效

地了解学生在学校和课堂上的表现，有利于学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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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社会要对幼小衔接阶段的孩子投入更多关注，保障孩子的成长成才。除学

校、家庭应给予处于特殊阶段幼小衔接关注以及支持外，社会环境、社会团体等也

应提供多方面的保障，组织丰富的文化生活教育活动。优质的社会教育更有利于儿

童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儿童的知识和能力，丰富儿童的精神生活,为步入小学一年

级做好必要的、充裕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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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 

 

附录一：教师访谈 

1.简要介绍一下您担任班主任的经历？ 

2.您对班主任这一角色是如何认识的？ 

3.您对“幼小衔接”的过渡工作是否了解？您认为这一阶段应该注意哪些事项？ 

4.谈谈您对您班上学生入学前具备的各种能力、知识、习惯的了解程度 

5.您认为如何理解“幼小衔接”？您认为当前班上在这一阶段存在那些问题？能

否举例说明？ 

6.您的一年级班级管理总体的情况如何？存在哪些突出的问题？ 

7. 您在一年级班级管理取得了哪些成功之处? 

8.您平时开展班级活动的频率如何？通常是以什么形式？可否举例说明组织过

程？ 

9.您培养班级凝聚力的情况如何？您班级中是否有班训，是否开展班级活动，

是否建立奖励机制，是否做到全体学生参与？ 

10.您班级中班干部是否由学生投票决定？ 

11.针对一年级教学情况，您对学生注意力不集中、看一下黑板写一下的行为是

否会及时进行批评指正？ 

12.您班级中学生参与教学的情况如何？ 

13.您是否会制定班级常规规则和要求？是否会根据班级自身条件制定一些规章

制度？学生的执行情况如何？如果有人违规您会如何处理？您是否会结合身边的事

例对学生进行行为规范的深层次的解读？能否举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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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学校负责人访谈 

1.您认为贵校目前的一年级班级管理总体情况如何？ 

2.贵校目前的一年级班级管理的优势和不足有哪些？ 

3.您认为贵校一年级班级管理中主要经验是什么？ 

4.与其它学校一年级班级管理相比，贵校应注意哪些方面？ 

5.贵校开展班主任培训不及时的阻碍有哪些？ 

6.贵校是否会就幼小衔接阶段出台针对性的规章制度？或对一年级班级管理投

入更多资源？ 

7.贵校与家长的联系沟通频率如何？存在哪些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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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家长及学生访谈 

1.您认为一年级班级管理对孩子成长和发展有无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 

2.您认为孩子所在一年级班级管理有哪些问题？ 

3.你认为一年级班级管理中学校应该提供怎样的支持？ 

4.你认为家长对一年级班级管理发挥作用吗？你是如何具体实现这些功能呢？ 

5.您是怎么配合老师做班级管理的？ 

6.你喜欢你的班级和班主任老师吗？ 

7.你的班主任老师对同一问题会一视同仁吗？比如作业出错、上课走神等。 

8.你认为班主任老师严格吗？爱你们吗？你爱上哪位老师的课，为什么？ 

9.你们班的班级目标是什么，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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