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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言

班主任作为学生成长的引领者以及班级管理的领导者，对学校发展起着至关

重要的作用，中职班主任的工作智慧与成效更能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风气和办学

水平。然而，中职班主任在任职过程中也遇到诸多的问题，学生不爱学习引发的

成长动力不足使得班级出现的问题更多更难管理，管理的难度和成就感的缺失让

中职教师对班主任岗位失去了积极的任职动机，在此背景下，课题组提出建立科

学有效立足于职校实际的班主任培训体系来打造一支高质量的班主任队伍，并实

现梯队的可持续成长。为此，对龙岗职校的全体教师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问卷面向全体教师，包括现任班主任，旨在了解目前教师们对班主任岗位的

认知以及个人的班主任工作意向、动机、班主任工作现状、班主任工作需要掌握

的知识和方法等。

1 调查问卷及数据分析

1.1 调查问卷情况

本次问卷通过“问卷星”下发，由教师扫码自愿参与。经统计，共回收问卷

211 份，参与人数达 95.9%，调查具有普遍意义，能充分反映我校教师对班主任

工作的普遍认识。

1.2 调查问卷数据分析

1.2.1 参与调查的教师基本情况

全部参与调查的 211 名教师全部从事过班主任工作，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教师

6成以上为女性，其中五成为 31-40 岁年龄区间。担任班主任的教师本科学历占

8成，硕士学历占 5%，本科以下学历占 15%，学历均为大专。非师范类专业的班

主任占了 72.7%，师范类的教师只占 27.3%。教龄 20 年以下的教师占 91%，其中

大部分集中在 6-10 年教龄教师，而 20 年以上教龄的经验丰富的资深教师则只占

9%。从支撑情况来看，高级及以上教师占 27%，未评定或初级、中级的占大部分，

共 73%。由此可见大部分班主任都是学校的年轻骨干力量。

从班主任学科专业情况看来，担任专业课程教学的占 91%，基础课程（语数

英、思政）只占 9%。中职学校很多专业教师都来自非师范专业甚至来自企业一

线，这也是影响班主任专业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1.2.3 班主任任职意向与成长

在班主任任职意向的相关调查题目显示，为晋级评职称而担任班主任的占

45.45%，9.09%为领导意愿和学校安排，18.18%表示不想担任班主任，只有 18.18%

的教师是自己喜欢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工作。

从个人成长方面来看，认为能通过班主任得到的收获排在第一位的是自我价

值的实现，占 81.82%，其次是获得学生的尊敬与爱戴，72.73%；第三是家长的

依赖和尊敬占比 63.64%，第四是对教育有更深入的理解占比 45.45%。由此可见

通过班主任岗位的实践后，教师们的内在动力成为了主要的吸引力，成就感普遍

不错。

1.2.3 班主任工作状况

班主任在日常工作中经常与同学们谈心的占 91.2%，偶尔谈心的占 9.8%。在



家校联系方面，经常与多数家长联系的占 63.64%，经常与个别家长联系的占

27.27%，有时与个别家长联系的占 9.09%。也就是班主任们都还是注重家校合力，

经常与家长保持联络。经常和同事针对班主任工作进行交流和讨论的占比

63.64%，说明同事间的交流是常态，通过交流能互相借鉴班级管理方法。

81.82%的班主任认为工作压力大，大脑时常处于紧张状态，只有 9.09%的教

师认为班主任工作压力比较平缓，可以随时调节。教师们认为工作中的压力主要

来自于工作任务重，时间长，精力不足（81.6%)，其次是因为学生问题层出不穷，

难以处理(72.3%)，再者就是家长不重视，理解、配合和支持不够（63.64%）。

1.2.4 班主任培训需求

认为中职的学生不好管理的占比 65.8%。同时 100%的教师认为有必要进行岗

前培训，调查显示有 91%的班主任参与过各种形式的班主任培训，有 9%的班主任

未参与过培训。

在当班主任过程中，能管理好本班学生情绪的 45.45%，剩下 45.45%认为有

时可以有时比较困难，而仍有 9.09%的教师经常不知所措。面对突发情况时，能

及时并恰当的作出应对的占 45.45%，有时存在困难的占 45.45%，这方面很薄弱

很难应对的占 9.09%。

大家认为班主任管理学生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排在首位的是学生心理问

题的疏导，占比 100%，其次是学生自我学习意识的培养占 81.82%，第三的是增

强学生集体意识占 63.64%，第四的是课堂秩序管理占 45.45%。教师们认为学生

心理危机问题的诱因主要是来自家庭的压力，81.82%，其次来自社会的诱惑力占

72.73%。第三来自学业负担占 45.45%。

72.73%的教师认为要做好班主任工作，最重要的能力是管理建设班级能力

。90.91%的教师认为提高班主任能力最有效的途径有外出培训，63.64%的教

师认为最有效的是专题培训和系统培训，54.55%的教师认为最重要的是实践反

思 。

2 调查问卷结论

2.1 班主任培训学习的必要性

我校班主任的组成结构倾向于非专业化和年轻化，因此班主任专业能力的培

训显得尤为重要。培训包含岗前培训、岗中培训和岗后跟踪。以前的班主任培训

更多的是岗中培训，而且针对性和普适性都有待加强。

2.2 班主任培训方式的多样化

绝大多数班主任倾向于走出去借他山之石的学习方式。这也是过去班主任培

训的最常见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弊端也比较明显，缺乏针对性和闭环反馈，而且

学习人数比较有限。结合调查中提到了专题培训和系统培训，建议开展问题导向

式的校本培训，与校外培训互补呼应，把他人智慧的结晶或理论指导推广和应用

到实际工作中，既加大了培训的广度又增强了整个队伍的学习深度，降低专业培

训的门槛和限制。校内校外相结合，外聘专家和本校优秀教师相结合，被动学习

与主动探究相结合，充分地拓展培训方式的多样化，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班主任个

人成长真正落到实处。

2.3 班主任培训内容的系统化

社会、家庭对教育认识程度的提升以及学情的变化给班主任的专业能力提出

了更多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因此培训内容必须与时俱进并且系统化。从以往注

重班级常规事务的管理到现在面临学生心理问题的频发，从约束学生行为习惯到



关注学生成长动机，从日常事务的整理到个人及学生的时间管理情绪管理等，班

主任这个角色被赋予更多期待更多使命，班主任素养日趋专业化，班主任培训的

专业化和系统化就必须有新的要求和高度。

2.4 班主任岗位能力的专业性

培训方式的多样化以及培训内容的系统化是帮助班主任走向专业之路的良

好基础。在班主任专业能力比赛日趋成熟的情况下，可以以参加班主任专业能力

大赛为抓手，以“实践-培训-比赛-推广-实践”的闭环模式实现班主任的专业化

成长，聚焦岗位能力的专业性对培训方式和内容进行全面的探索和实践。

2.5 班主任岗位认同的一致性

调查数据显示教师们对于尊重与认同是非常看重的，专业素养和成长提升是

获得尊重与认同的前提。我们希望能通过科学有效的培训让班主任们的班级管理

水平得到明显提升，从而在进步的喜悦中收获对岗位的认同，让更多的人乐于做

班主任，让更多的班主任共享有尊严的幸福教育生活。

3 结论

中职班主任的工作智慧与成效直接影响学校的整体风气和办学水平，因此，

要进一步重视和加强中职学校班主任培训工作。在构建班主任培训体系时，可以

以班主任专业能力比赛为抓手，聚焦岗位能力的专业性，形成多样化的培训方式、

系统化的培训内容、以“实践-培训-比赛-推广-实践”的闭环模式，实现班主任

的专业化成长，从而让班主任在进步的喜悦中收获对岗位的认同，让更多的人乐

于做班主任，让更多的班主任共享有尊严的幸福教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