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困难，突破学习中的阻碍。
3.2 榜样激励

在高职院校这个小型社会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对于

高职生来说，有很多优秀人物都值得自己去学习，如舍己为人

的英雄、敢于同病魔斗争的患者、勤奋学习的残疾学生以及助

人为乐的普通群众等。这些看似平凡的人身上却有着不平凡的

精神，不仅能为高职生指明前进的方向，还能为他们点亮一盏

希望之灯。绝大多数高职生有着自己的就业方向与人生抱负，

在榜样力量的影响下，他们会有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在充满

活力的青春年华不断努力逐渐向榜样靠近。
高职院校学生管理者在为学生树立榜样时，要尽可能选择

一些与学生有相似之处的普通人，切记不可树立那些虚无缥缈、
遥不可及的榜样。管理者可从身边的学生入手，将一些优秀学

生树立成榜样，让高职生认识到只要自己敢想、敢做、敢拼搏，

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学习目标。另外，

可以邀请校友回校演讲，用身边的真实案例鼓舞高职生，使他

们相信平凡的自己同样可以取得不平凡的成功。

3.3 奖惩激励

对于高职生而言，最有效的激励方法是奖励与处分。高职

院校学生管理者要对表现优秀的学生给予一定的物质或精神

奖励，而对那些不思进取的后进生给予适当的处罚，通过这种

奖励与处罚相结合的方式，帮助高职生认识到自己身上的优点

与不足之处，从而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高职院校能采用

的奖励方法有很多，如按照学习成绩和操行评分排名，颁发奖

学金、优秀证书、奖状等。值得一提的是，管理者要尽可能将物

质与精神奖励相结合，使学生充分理解奖励的意义。
加强班级学生干部队伍建设，设置班级信息员。教师在详

细掌握违纪学生违纪事实的基础上，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如果

屡教不改则给予更加严厉的处分。如我院对学生的处分分为警

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 5 种。事实上，惩罚对

高职生来说是一种负面奖励，通过行之有效的惩罚措施，不仅

能够让学生记住错误，还能引发其思考，从失败中寻找成功的

道路，促进身心健康发展。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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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生的适应期在一年级，即新生阶段。这一阶段由于生

活环境、学习方式、理想目标、人际关系、兴趣爱好等都发生了

很大变化，中职生的思想也变得更为复杂。新生对新环境缺乏

正确的认识，对自己缺乏正确的评价和定位，常常会出现各种

各样的问题。因此，新生阶段是中职生矛盾凸显期。
班主任是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的负责人，是学生工作

最基层的领导者、组织管理者和协调者。面对刚刚从初中升入

中职，还明显保留初中思维习惯、学习方法、生活方式的新生，

怎样引导其尽快适应中职生活、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不仅需要

班主任加以重视和积极思考，还需要学校、家长和社会的广泛

关注。做好新生工作，无论对新生尽快实现角色转换还是对班

主任做好学生工作，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1]。
笔者先后担任过 5 个班级的班主任，现根据自己的经历，

对中职班主任开展新生工作思考如下。
1 热情迎接新生，了解学生情况

迎接新生时，班主任是“搬运工”。新生往往带着对新学校

的好奇和对新学期的期待，在家长的陪伴下早早出门，长途跋

涉，风尘仆仆地来到学校。学生到得早，笔者比他们更早，当家

长和学生见到班主任在宿舍门口等候时，心里会暖暖的。笔者

帮助学生搬运沉重的行李，亲自带领他们到宿舍，途中和学生

聊天，拉近与学生的距离。到了宿舍，笔者指挥学生把热水瓶、
脸盆等放在指定区域，教他们铺床、叠被、整理内务。同时，笔者

还注意观察学生和家长的举动：有的家长把行李扛在自己肩

上，孩子却手不提肩不挑，一看就知道平时父母包揽大小事，孩

子没做过家务；有的家长放下行李之后就匆匆赶去上班，孩子

对剩下的事务也能应付自如，可见平时习惯独立生活；有的家

长为孩子整理好寝室内务，迟迟不愿离开，直到夜色降临才依

依不舍地离去。
通过种种细节，笔者对每个家庭的情况基本有所了解，随

后按照学生的能力因材施教。对于那些动手能力和自理能力

强、热情开朗的学生，安排其做班干部、团干部或推荐到校学生

会和团委；对那些各方面能力有限但又迫切希望能独立的学

中职班主任开展新生工作的思考

周秀红
（上海市浦东新区卫生学校，上海 201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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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笔者鼓励其先担任寝室长、组长和课代表等，逐步培养工作

能力；而对那些依赖性较强、自理能力较差的学生，笔者先不对

他们提太多要求，以免打击其积极性甚至引起对新环境的恐

惧，而是先手把手地教他们整理宿舍内务，独立解决生活琐事。
这样一分工，学生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不同层次的学生有不

同的发展机会，人人有事做，个个负责任，逐步增强责任意识，

对学生日后发展较为有益。
2 设计主题班会，举行“破冰游戏”

新生初来乍到，班主任是“观察者”。班主任责任重大，任务

艰巨，要做好学生工作，就必须了解学生。笔者不断观察学生，

留意学生的一举一动，发现有的寝室学生会购买公用物品如晾

衣架等，共同使用；有的学生热情大方，把被子拿出来给没拿床

垫的同学使用；但也有学生在寝室里一言不发，不与别人亲近，

经了解得知其性格内向，没有住宿经历，有些紧张；有些学生在

开学 3 天后只叫得出同桌和座位周围同学的名字，行为也比较

冷漠。针对学生普遍缺乏人际沟通能力、不懂得如何与他人交

往问题，笔者设计了多次“破冰游戏”主题班会。通过游戏，笔者

与学生的距离拉近了，班级凝聚力更强。
2.1“破冰游戏”的目的

“破冰游戏”的目的：（1）班级成员在活动中进行自我探索，

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接纳自己；（2）通过与其他同学沟通交流，

学习社交技巧，培养人际交往能力，学会信任他人；（3）培养学

生责任感，敏锐地察觉他人的感受和需要，善于理解他人[2]；（4）
培养学生归属感和安全感，更有信心面对生活中的挑战；（5）提

高学生独立自主解决问题和抉择能力，探索一些行之有效的方

法来处理生活中的问题，解决冲突和矛盾；（6）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协助其做出评估，并进行修正与改进。
2.2“破冰游戏”的方法

2.2.1 万能分组 目的：为班级学生在集体活动中迅速组成新

的小组而提供一系列方法。刚入校时，有些学生尤其是女生会

发现班级中有和自己非常投缘的同学，于是形影不离，慢慢地

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其他学生无法融入。然而日子一久，如果

某个小圈子的学生出现了分歧又不好意思反驳时，就会陷入矛

盾和苦恼中。所以将学生组成新的小组，会缓解矛盾，融洽学生

关系。
步骤：分组方法很多，比如准备与学生人数相同的扑克牌，

4 种图案的数量接近，让学生抽取，抽到同一种图案的学生组成

一组。或者使用同样的道具但不采用抽取法，而是将扑克牌随

意散开在桌上，学生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随机拿取，然后按图案

分组。还可采用报数法，学生排队站好，按 1、2、3、4 报数，报到

同一个数字的学生为一组。分组后开展活动，一段时间后小组

成员逐渐熟悉，此时教师重新分组，成立新的小组。
2.2.2 生日线 目的：让班主任尽快了解学生非语言表达能力

以及相互了解情况，增进学生之间的感情。
步骤：让学生在空地上围成一个 U形，U 形的一端为 A 点，

另一端为 B点，每位成员都按照自己生日的月份和日期站位，1
月 1 日出生的站在 A 点，12 月 31 日出生的站在 B 点，全程所

有学生都不能说话，只能依靠肢体语言沟通，大约在一分半到

两分钟后基本排好。这时班主任从 A点开始让每位学生报出自

己的生日，如果有人站错位置，要求其表演一个小节目以示惩

罚。
3 组织班级活动，增强班级凝聚力

新生渐渐进入角色时，班主任是“指导者”。学校重视增强

学生的体质，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如运动会、广播体操比赛、排
球赛等。笔者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其中，参与的项目要广、人数要

多，以前没试过的项目要勇于尝试，以前没获奖的要敢于争取，

锻炼自己的胆量、气魄。学生在活动中察觉到自己的进步，会欣

喜不已。有趣的是，笔者虽从不要求学生获奖，但学生都有极强

的好胜心，会在训练时全心全意地付出，争取在比赛时获得好

成绩，有时候还会为没有得奖而懊恼不已。在各项比赛中，学生

的集体荣誉感得到提升[3]，紧紧团结在一起，增强了班级凝聚

力。
学校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社团，如舞

蹈、合唱、英语、文学、集邮、书法、广播、计算机等社团，丰富了

学生的课余生活，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此外，每年还在新年、
教师节等节日进行文艺汇演，笔者班上常常有 2/3 的学生参与

多个节目。学生为自己能参与演出而自豪，同时积累了经验，日

后参加校级、区级或市级比赛不会露怯，增强了学生自信心。
4 加强家校联系，形成教育合力

新生融入角色后，班主任是“评价者”。一个多学期下来，笔

者对学生的脾气秉性有所了解，给每个学生做出初步评价，肯

定学生的优点和进步，指出其还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笔者也

经常与家长联系，把学生的情况反映给家长，让家长知道学生

发生的变化，同时听取家长的意见，在家校互动中改善管理方

法。有些家长在第一时间就回复笔者，并详细询问孩子的学习

与生活状况，积极与学校、教师配合，督促孩子学习。有些家长

则不做回应。通过这些表现笔者也可以得知家长对孩子的重

视、关心程度。对父母工作较忙、没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学生，笔

者就会多关心，关注其是否有学习、生活、情感上的困难，然后

尽力提供帮助[4]。
班主任以入学第一天为契机，拉近与学生、家长的距离；通

过游戏增加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了解；鼓励学生参

与活动，加强家校联系，用热心、责任心、奉献精神和实干作风，

促使新生尽快适应中职生活，快乐学习，和谐相处，使班集体具

有凝聚力、向心力、团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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