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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in the new class management mode of cultivating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autonomy 
and democratic management, there is a general emphasis on teaching, neglecting the cultivation of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lass democratic management system in ar-
ranging social activities, lack of phased and personalized in the class management objectives.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social activities which accord with the 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curriculum education, keeping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zed class management objectives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With changing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student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icipant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class teachers become the organizers of teaching activities, guide and collaborators. It is 
helpful to foster the students’ democratic consciousness, stimulate their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spirit, and enlighten their dreams and spiritual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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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在培养小学生自主性与民主性管理的新型班级管理模式中，普遍存在偏重教学部分，在安排社会

活动时忽视民主意识的培养，不重视班级民主化管理体制建设，班级管理目标常缺乏阶段性和个性化。

建议将符合小学生心智特点的社会活动融入课程教育；与时俱进的制定符合班级实际的阶段性和个性

化管理目标；改变传统的师生授课模式，学生逐渐变成课堂的重要参与者，班主任成为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引导者与合作者。有利于培养小学生的民主意识，激发其批判和创新精神，启迪其梦想和灵性

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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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以及科技水平飞速发展，促使着个体的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在人们思想

觉悟越来越高的今天，“民主”已经逐渐成为社会文明的象征，民主意识的养成也已经成为社会进步的

需要。然而民主不是与生俱来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观念，这种观念的萌芽、滋长、形成是至

关重要的。目前认为民主意识的培养应该从娃娃抓起，因为民主意识不仅符合孩子心理发育的特点，更

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在小学阶段就应该高度重视儿童民主意识的启蒙教育工作[1]，而良好的班级

管理既是学生民主意识生成的土壤，也是学生民主意识发展的摇篮，更是学生民主意识巩固的阵地[2]。 

2. 国内小学班级民主化管理的现状分析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强国必先强教，因此党和政府历来都很重视教育工作。在 2010
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3]中提到：“要把育人为本作为教育工作的根本要求。要

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

点和落脚点。”纲要出台之后，很多学校都结合自身实际对学校的教育工作进行一系列新的部署和安排。

越来越多的学校(以中小学为主)在班级管理这部分做了一些调整，更大程度上鼓励和支持以学生为主体开

展班级日常的管理工作，进一步发挥学生自主管理的主观能动性。 
不过，纵观当前各式各样的以培养学生自主性与民主性管理为前提，开展的新型班级管理模式中，

确实存在着一些不足和潜在的问题，如若不重视这些客观问题，民主化的班级管理模式将不可能实现，

甚至离预想的目的地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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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班级管理偏重教学部分，忽视学生社会实践及生活体验过程中 
民主意识和自我决策能力的培养 

班级管理的定义中提到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教育目标，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使学生成为

自主学习、生活自立、积极工作的人，还要培养学生对社会生活的熟练认知、适应能力以及社会角色感。

然而，如今很多学校在注重让学生参与进行班级管理的同时，却忽视了对于通过常规课堂外途径所获得

的知识和技能的培养．例如，“社会实践及生活体验课”这类课程时间安排上的不固定性，以及配备有

与主课相比少之又少的时间、师资等资源，从而使得不仅是教师，就连学生都觉得这些课程可有可无，

对自己的升学无关紧要。与国外一些小学相对照，“素质教育”的理念无时不刻的融入其教学活动之中。

既然育人的初衷是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充分的发展，那教师也应该注重创设在课堂教学之外的一些教学

活动内容，需符合学生对社会生活进行更好的认知这一目的。同时，在社会实践及生活体验过程中穿插

对学生民主意识的培养，以及自我决策能力的养成和挖掘。 

2.2. 小学班级管理目标普遍缺乏阶段性和个性化 

因小学班级管理工作头绪很多，每个班主任在开始管理一个班级前会设定一个具体可行的班级管理

目标，目标制定后很多班主任就按部就班地开始带领班级朝着这个目标前进。我们认为，班级管理目标

的制定不仅需要紧密结合学校和老师对班级的期望，具有可操作性，更需要紧密贴合当前学生和班级的

发展现状。所以，就需要明确在班级管理目标制定后，在实践过程中这个目标是否可以更改？无论从理

论上还是实际上看，这都是应该可以的。因为不同班级不同时期在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定相同，学生培

养的侧重点也会有所差异，此时教师应该重新审视之前的目标，是否适应当前大多数小学生发展的现状。

当发现有些目标学生们已基本达到，而有些目标大部分学生难以达到，或是按照小学生现阶段的身心和

智力发展难以立刻达到。那就应当考虑到这个目标可能定得太高或太低，不适合这个班级的具体情况，

或不适合大部分的学生。因为实现目标的主体是人，是学生，特别是初入课堂的小学生，他们入学前个

体差异较大，个性和特长也不尽相同。目前普遍存在教师未根据这些特点来观察学生发展的阶段性状况，

并以此为依据调整管理的目标。这种一成不变且过于单一和传统的班级管理目标，已不再适应当前小学

生全面发展的要求。 

2.3. 小学普遍不够重视班级民主化管理体制的建设 

很多学校正在开始重视对班级和学生实行民主化的管理，为了体现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自发性和主

动性，教师频频出招，充分挖掘班级里的各种岗位资源，以求让更多的学生民主地参与到班级事务中来，

让参与者在与老师和同学的互动中展现自身的潜能，获得更多的成长机会。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不过

班级作为一种教育性组织，从这点上看班级就需要有相对合理的组织结构，需要建设适应其自身的民主

化管理体制。 
举例更便于理解重视班级民主化管理体制建设的重要性。在传统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们普遍认为

提出和确立班级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计划是班主任老师的职责。但在新型民主化管理理念下和班级民主化

管理体制的框架下，学生民主选举出的班干部就可能具有这个职能。在班级内部民主设立岗位的意图，

不仅仅是为了协助班主任管理、协调班级事务，也是为了服务于学生成长的需要。被选举出来的负责人，

不仅要完成平日里必要的任务，而且要在为同学服务的过程中实现主动发展。一个得力的班干部或其他

岗位负责人，不应被视为教师的眼线或控制学生的工具，而应被当作主动处理班级事务的责任人之一。

班主任应该让班干部尝试着根据学校教育要求和班级生活实际情况，主动提出班级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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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同时还应该激发其他班级成员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活力，进一步升华班级自主管理的民主化氛围与质

量，促使整个班级团结一心、拧成一股绳，由此班级凝聚力也可得到提升。 

3. 小学生参与班级民主化管理的可能性 

培养出一个民主意识完备的人，必定会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同时，这也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需

要，更是教育实现“成人”使命的内在规定[4]。然而，如今在为数不少的课堂里，很多教师却常常不自

觉地成为学生民主意识萌芽的绊脚石。班级管理中常常看到教师以学生缺乏经验为由，一些事情的最终

决策权的归属没有倾向于学生．完全由教师主导和决断。 
那么，教师应该从何入手呢？这里举一个瑞典幼儿园的例子，瑞典虽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国家，但

百姓的民主意识却非常强，这与他们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开始注重培养儿童的平等意识、独立思考能力与

团结协作精神有关[5] [6]。瑞典的学校为了让孩子能尽早地了解社会，每周都会给学生们提供一到三次外

出到社会活动中进行实践的机会，孩子们可能去博物馆，也可能去公园，或者是去他们想要去的地方。

每次去哪，老师都会征询孩子们的意见，是他们自己决定他们想要去的地方，而不是老师告诉他们该去

哪。面对此类问题时，尽可能的让学生来进行通篇决策，真正将民主权杖归还到孩子手上。就算只是幼

儿园学生，也能做到不剥夺任何孩子行使民主的权利，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体会到自主能动性的意义和

伴随产生的一系列积极的情绪和心理反应，最终获得学校、老师与学生本人都很满意的效果。 
就从小学班干部选举来说，教师所指定的班干部候选人通常是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但他们就真的

适合做班干部吗？班干部的职责不仅仅是辅助班主任老师进行一些班级的日常管理，需具备一定的组织、

协调能力，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一颗乐于助人、为他人服务的奉献精神。如若没有这种热情与觉悟，

学生在履行班干部职责的时候一定是较为生硬、被动且缺乏热情，在处理与同学的关系时也一定不会微

笑待人、处处耐心。如此看来，班干部的选择还不如优先考虑那些平日里主动关心同学、积极参与班级

活动的学生来担任更为合适。因为这样的学生，一定会受到大多数同学的好评和拥护，如果进行班级的

民主选举，也一定能够当选，能够成为老师的小助手、同学的好榜样。 
从上面这个案例中能够看到教师先指定候选人再进行全班票选产生班干部的模式，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体现出学生享有民主的权利，但就对候选人日常性格和行为的深入了解而言，教师(班主任)的体会还不

如其同班同学来的真实和全面。最终与班干部进行互动的还是学生，若在班干部选举程序中更大程度参

考学生的意见，则更能体现出学生们的意愿，也可在一定程度上使班级管理的过程变得更加民主、高效

和融洽，既能够激发小学生的主人翁精神，也有利于小学生逐步建立民主意识。 
所以，班级管理不单单是教师的决策和行为，实质上更是体现了教师的民主意识。如此看来，实行

班级民主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逐步形成学生的民主意识。那到底应该何时让他们参与到民主

管理中来呢？有的人认为小学生初入学堂还太小，高中生需应付高考又太忙，初中生正合适。恰恰，我

们认为最应该对孩子民主意识进行启蒙的时期就是小学阶段，甚至可以从幼儿园开始。从某种程度上说，

培养这个群体的民主意识，有时候比单纯的教他们学习各类文化知识来得更重要。同时，民主意识的培

养带来的成果，也必定能体现在他们现在和将来学习各类文化知识，以及进行各类社会交往的过程之中。 

4. 对小学生班级实行民主化管理的若干建议 

对于以上提及的民主化班级管理模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结合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先生“‘传

统教育’有‘三大弊病’”的教育思路[7]，来谈谈小学在实施班级民主化管理时需注意的几个方面。尽

管由于时代和指导思想的局限性，杜威的教育思路不可避免地有其缺陷与不足，但其合理内涵对于我国

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民主化管理改革仍然有一定参考价值[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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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将班级的社会实践活动融入课程教育。杜威先生认为“传统教育”传授的是死知识，这种知

识以固定的教材形式传授学生，教师照本宣科，学生则死记硬背。对照当前班级管理常偏重教学部分，

忽视学生社会实践及生活体验过程中民主意识和自我决策能力的培养这点，如今教师将教学重点放在传

授书本知识上并没有错，但是忽略社会实践活动能够促进学生对于书本知识的理解与应用，忽视社会实

践活动也是丰富生动的不同形式的课堂教育活动[9]。学生脱离了社会就如同鱼儿离开了大海，在淡水中

生活多年后却还不知道海水是咸的。因此，学校和教师应该提供更多的符合小学生心智特点的校外实践

活动，让学生多一些接触社会的机会。可以事先通过征询学生意见确定实践地点，之后以班集体为单位，

班干部为组织者开展教学与讨论活动。班级活动的核心任务是让学生们根据学习目标，自身探索，自发

学习。不仅能培养学生独立自主的意识，也使他们在亲身体验中了解什么才是民主，如何民主的发表自

己的意见，如何正确对待他人的意见，学会如何与人沟通的技巧。借由社会这个大课堂来进行教育活动，

有利于学生们逐步走向社会、融入社会，并很好地适应社会，并且能够承担一些必要的社会责任。 
其次，摈弃“传统教育”中按过去传下来的道德规范去训练学生的管理目标。对照当前小学普遍缺

乏阶段性和个性化的班级管理目标这方面来看，教师应该破除传统旧观念，让班级管理目标也跟上时代

发展步伐，与时俱进，以适应不同时期的不同要求。在实际操作中应该充分调动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为班级管理目标的制定主动献计献策。例如教师可以参考班干部们提出的一些意见和建议，因为他们根

据学校教育要求和班级生活实际情况，所提出的班级发展的新目标、新计划，可能就代表了学生普遍的

意愿和要求。如此一来下一阶段的目标设定会更具有针对性，更加有利于班级全体学生民主意识的培养，

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班级凝聚力的形成。时刻牢记班级发展目标应该是因人、因时而设定的，所以目

标也应该分阶段性进行调整，且应具有个性化的元素在内，时刻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理念贯穿在班

级教学和管理活动中。带有每个班级个性化色彩和自身特点的民主化管理目标，将会使其未来发展变得

更朝气蓬勃、富有生机，这样才能真正实现现代教育最重要的目的，有助于促进小学生自由心智的培育

[10]。 
最后，杜威先生三大弊端中的最后一点提到“传统教育”中的教师，是传授知识和技能以及实施行

为准则的代理人。对应到班级管理中教师常常以学生缺乏经验为由，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最终决策权的归

属时没有倾向学生，而是由教师完全主导和决断[11]。这也许是受中国自古以来“教师应该是在讲台授课，

而学生就应该坐在下面听”的一种教育模式所影响，大部分人潜意识里都带有这样的思维定式。要想打

破这样的思维禁锢，必须先从教育者传统观念的改变入手。如今教学方式的多元化，其实已经悄悄改变

了传统的师生授课模式，学生不单单只是听众，而逐渐变成了课堂上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主导者。在传

统课堂中失去的很多宝贵的东西，例如批判和创新精神、梦想和灵性思维等，现在都能通过师生互动、

民主平等交流的教育新平台来实现。过去很多班主任在“经验主义观”的驱使下不自觉地剥夺了小学生

的民主权利，随着班主任自身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育视野的拓宽，班主任真正成为教学活动的组织者、

引导者与合作者[12]。课堂教育已经出现了学生可随时表达自身想法与授课教师互动、互通的渠道，相信

随着未来教师对学生民主化教育和管理的模式逐步深入，对学生的教育过程将是民主化、多元化、动态

化的全面呈现，真正能展现富有生命和活力的班级体。 
若将学校比作是孩子民主意识萌发所需的一块肥沃土地，那教师就是孩子民主意识启蒙的播种人。

通过班主任对班级进行民主化的管理，促进小学生民主意识的不断形成和民主观念的逐步树立，协助他

们建立起良好的班级氛围，并鼓励学生主动参与民主化管理，真正在小学生的心中植入一颗“民主”的

种子，并且不断呵护其成长。运用这种全新机制最终起到提升学生地位、搭建学生自主平台、不断增强

他们民主意识的作用。教师教授学生各方面的知识和方法，带领学生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的目的，是引导

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将学生培养成一个全面发展的人，适应社会的人。任何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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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民主权利的做法必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抓住和创造机会来培养小学生的民主意识，积极引导孩子

正确认识民主，合理运用民主权利，才能为社会培养出优秀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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