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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院校班级文化建设问题及对策分析
李   瑶  吉林师范大学

班级文化是班级管理的重要依托。文章以班级文化的解析为出发点，通过问卷调查，分析职

业学校班级文化建设的现状、班级文化建设的问题成因以及班级文化建设的对策，三个方面阐述

了班级文化建设在职业院校班级管理中的作用。 

班
级文化是班级管理的奠基石，也是增强班

级凝聚力的主要源泉，影响着学生的价值

观、世界观、人生观的塑造，发挥着导向、凝聚、规

范、激励的作用 [1]。如何加强职业院校的班级文化建

设，是班级管理面临的重要问题，也是增强学生归属

感的重要途径。

班级文化的体系解析

在我国目前的学校建制中，班级是学生走出家

庭、走向社会所参与的第一个同辈间互相沟通的公共

生活领域，是有和师生联动的学习性活动空间 [2]。班

级文化是在进行班级建设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

班级文化包括班级物质文化、班级制度文化、班

级精神文化和班级行为文化。班级文化是班级管理的

灵魂所在，反映了班级全体成员的群体意识、舆论风

气、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精神风貌，有助于班集体

共同进步。

职业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现状

为了了解职业院校班级文化建设现状，笔者对长

春市C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问卷调查，分别对52位教

师，129位学生，100位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                                 

班主任——积极开展班级文化活动

本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长春市C中等职业学校的

52位教师，其中有10位教师担任班主任，10位班主任

均表示，希望在班级的管理中，通过定期举办丰富多

彩的文体活动，拉近师生、学生间的距离，增强班级

的凝聚力，树立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为班级创设良好

的班级文化。但也有20%的教师认为，学校原有的班级

文化制度不完善，没有贴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没有与

时俱进，教育意义不明确，导致教师在开展班级工作

时具有随机性和刻板性，学生只是“机械式”地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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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活动，参与度较低。

学生——未能积极参与班级活动

据调查结果显示，有30%的学生对班级文化活动漠

不关心，在班级举办的活动中参与度较低，甚至有回

避参与班级文化活动的现象。另外，有40%的学生没有

树立较强的集体荣誉感，更倾向于“独来独往”，把

时间更多地倾注于网络世界。还有8%的学生由于家庭

和经济的原因，参与班集体社交活动受限，认为个人

能力并不能为班级文化活动提供良好的助力。有10%的

学生性格内向，对班级举办的各种活动避而远之。综

合以上原因，职业院校的学生参与班级建设的频率较

低，不利于班级文化活动的顺利开展，影响了班级的

整体建设与进步。

家长——对班级文化认知模糊

通过本次问卷调查，有95%的家长希望自己的孩子

积极参与到班级活动中，让学生能融入班级、融入集

体，为日后走向社会打下良好的基础。然而，其中有

20%的家长并不清楚班级文化建设的实质意义，认为班

级活动仅仅是停留在形式层面，并不会对孩子的长远

发展产生太大影响，不希望班级文化活动牵扯学生太

多的时间与精力。出现这种想法的原因与家长的受教

育水平、知识文化程度、家庭观念、职业及收入水平

都有所联系。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仅有10%的家长受到

本科及本科以上的教育。

职业院校班级文化建设问题成因

中职生被动参与班级文化建设 

大多中职学生年龄尚小，对职业目标和职业规划

比较模糊，并不能清晰认识到班级文化建设活动的内

涵与意义，导致他们对参加学校、班级组织的各种活

动缺乏积极性。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等职业学校70%

的学生多来自于单亲家庭，15%的学生曾是留守儿童，

家庭环境对学生的性格影响很大，导致一些学生性格

内向、不擅长与人沟通，出现性格偏执、爱钻牛角尖

的性格问题。

目前，职业院校的00后学生群体往往学习能力较

差，综合素质较低，常常以自我为中心，缺乏换位思

考的能力。这些学生没有树立起良好的集体荣誉感，

在面对问题时不会迎难而上，在班级举行各项活动时

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班主任未能做到因材施教

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扮演着“牵一发而动全身”

的角色，班主任全面负责学生的思想、学习、工作和

生活，他们不仅要承担教学任务，也是班级管理工作

的组织者、指导者与实施者。由于职业院校学生的家

庭情况各不相同，导致学生的性格也有所差异，班主

任如果没有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将会导致一些学生在面对老师的批评时，无法虚心接

受，使结果背道而驰，学生可能更加叛逆，更容易发

生言语冲突，甚至顶撞教师。

班主任如果深入了解每一位学生的家庭状况，就

能对“特殊”的学生表现出来的异常进行“对症下

药”。一个班级中，总会出现“问题”学生，而能否

让“问题”学生融入班集体，与全班同学一同参加班

级活动，直接影响了班级管理的成效。

班级活动单调，活动目标不明确

组织学生参与班级活动是建设班级文化的有效方

式，班主任可通过开展户外活动、主题班会、社会公

益活动来实现。学生参与班级举行的主题班会、社会

实践活动和小组学习活动是建设班级文化的最好途

径。调查问卷显示，在组织活动过程中仍会出现一些

问题，如学生参与班级文化建设活动程度较低。这主

要归因于活动内容枯燥、形式单一、缺乏新意或学生

不感兴趣。

班级活动围绕活动目标来展开，一些职业院校在

举办班级活动时，学校领导并未确立明确的活动目

标，也未给予教师切实的指导意见，导致班主任缺少



文化发展与出版 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publishing

136

CU
LTU

R
E IN

D
U

STRY

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

对学生和实际现状的分析，对目标的认知很模糊，制

定的计划不符合学生发展的实际,与往年制定的班级活

动大同小异，出现“大而空”或者“过低”的现象。

前者不符合班级活动的切实情况，后者没有起到切实

的教育意义。

学生自制力较差，受网络影响较大

学生的学习成绩落后很可能产生挫败感。学生成

绩每况愈下，失去了学习的动力，容易沉迷网络。那

些性格内向敏感、人际交往困难的学生更容易在网络

中迷失自我。在网络游戏中，学生得以肆意发泄不满

情绪，加上网络游戏功能的增强，其诱惑力也在不断

上升。而且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网络信息鱼龙混

杂，学生缺乏辨别能力，甚至把时间都荒废在网络

上。通过网络社交，虽然实现了便利的沟通，但也弱

化了面对面沟通的能力和言语表达能力，导致学生在

步入社会时出现了各种心理障碍，逃避就业压力，抗

压性较差。除此之外，职业院校学生的心智还不够成

熟，自律性较差，再加上长期呆在网络世界中，导致

其精神状态萎靡不振，迷失自我。

职业院校班级文化建设对策

创建和谐的师生、学生关系

良好健康的班级人际关系主要包括教师与学生、

学生与学生两个方面的内容。教师既要重视班级社群

环境的建设，又要重视班级学生内部的非正式小群

体，并对其进行积极引导，从而塑造有利于师生沟通

的氛围 [3]。良好的师生关系和融洽的学生关系将使学

生的未来发展中产生无穷的力量，是推动班级文化发

展的动力，并起着教育与激励的作用。融洽的学生关

系倡导学生在生活中要友好相处，通过榜样的力量让

学生在学习中调整好与同学的关系。

合理运用情感激励、奖惩激励

职业院校的学生无论在生活还是学习上都需要教

师给予更多的关怀和鼓励，很多学生由于学习成绩不

好，自信心不足，在班级举行文化精神活动时会产生

想参与却担心没有能力胜任的想法。班主任要给予学

生更多的情感激励，让学生逐渐建立自信心，帮助学

生融入集体，提升学生的自我满足感。

从心理学角度看，激励是引起个体产生明确目标

指向特定行为的内在驱动力。从管理学角度看，激励

是教师通过各种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4]。针对不同

学生出现的不同问题，班主任要及时“对症下药”，

对各方面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认可与鼓励，在班级

树立“排头兵”榜样，使之成为班集体的骨干力量；

同时，还应采取相应的激励措施，纠正学生的错误，

以重新唤起他们学习的热情。

班主任要成为善于发现“千里马”的伯乐，对于

有闪光点的学生，给予肯定，使优秀的学生成为班集

体的榜样；班主任可以通过定期组织班会的方式，对

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进行表彰。通过学生之间的相

互学习，逐步在班级中尤其是后进生中形成了对班级

文化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班风、学风，形成

了积极向上的班级精神。

制定班级制度

班级制度的建设为学生提供了评定品行的内在尺

度，使每个学生都能在一定的规范下自觉约束自己的

言行，使之朝着符合班级群体利益，符合教育培养目

标的方向发展 [5]。

无规矩不成方圆，班规的合理设置是班级制度文

化的核心，科学合理地制定班规不仅能使学生养成严

于律己的好习惯，也能让学生形成遵纪守法的意识。

一个班级需要制定科学、民主的规章制度，在学习、

纪律、卫生等方面建立一定的标准，保障班级文化建

设的顺利实施。班主任还应围绕学生所学的专业开展

一系列文化创建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进一步了解

自己的专业，提高专业认知度，为日后顺利就业打

下基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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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班级文化

物质文化是班级文化建设的“硬件”，是一种显

性的文化。加强和改进班级物质文化建设，能促进班

级文化的开展与顺利实施。良好的教室环境建设，例

如班级教室的布置、板报、班训及班规的设计，给学

生带来一种积极的文化享受。教室是学生在学校学

习、生活的主要场所，一个整洁、明亮、美观的教室

环境能给学生带来家一般的温馨归属感，提升审美水

平，增强班集体的向心力，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板报作为班级物质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使

学生既得到知识的熏陶，又培养实践能力。因此，每

一段时间让同学们根据特定的节日或纪念日更换板报

内容，不仅能让学生受到启迪，也充分调动了学生的

创造激情，让学生的才能得以充分展示。

与此同时，重视班训的设计和宣传，针对本班情

况，提出激励全班同学齐头并进的口号作为班训张贴

在教室，让学生按照这个精神内容不断努力，从而逐

渐形成良好的班风。另外，在教室侧面的墙壁上张贴

名言警句、学生的书法以及信息公告栏，可达到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和调动学生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双重作

用。特别是信息栏的设计，可以让学生张贴近期的信

息，做到资源共享，也可以张贴班级公告或班规、班

训、公约等，约束规范学生的行为。

实践证明，把教室建设成一个“愉悦的场所”，

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班级文化的熏陶，为校园学习

生活增色添彩，给学生带来一种高尚的文化享受。随

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微信群、班级QQ群、钉钉群为

班级成员的互动交流提供了便利，有利于健康班风

的建立。

增强行为文化

行为文化是班级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增强对班级学生的行为管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懂得礼仪。让班级的每位学生都成为班级的主人，让

每一位同学都参与到班级的建设和管理中，真正地体

现出共同管理的班级宗旨，增强学生的归属感，让每

一位同学都能把班级的文化根植于日常学习生活中。

实践证明，科学的班级文化制度能激励学生不断

进步。因此，班主任要科学地建设制度文化，改进物

质文化，增强行为文化，创建和谐有爱的学习氛围，

为中职班级管理奠定深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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