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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班级文化是 “班级群体文化” 的简称。 班级成员的言行

倾向、 班级人际环境、 班级风气等为其主体标识， 班级的墙

报、 黑板报、 活动角及教室内外环境布置等则为其物化反映。

班级文化是社会群体的班级所有或部分成员共有的信念、 价

值观、 态度的复合体。

班级文化是一种个性文化， 代表着班级的形象， 体现了

班级的生命。 它是班级全体师生共同创造建设的财富， 是全

体师生共同劳动的结晶。

班级文化可分为 “硬文化” 和 “软文化”。 所谓硬文化，

是一种 “显性文化”， 是可以摸得着、 看得见的环境文化， 也

就是物质文化， 比如教室墙壁上的名言警句， 英雄人物或世

界名人的画像； 激发学生探索未知世界的科普长廊； 表露爱

心的 “小小地球村”； 悬挂在教室前面的班训、 班风等醒目图

案和标语等等。 而软文化， 则是一种 “隐性文化”， 包括制度

文化、 观念文化和行为文化。

班主任的班级文化建设就是包括 “硬文化” 和 “软文

化” 在内的综合文化建设。 因为建设好班级 “硬文化” 环

境， 只是给这个班级做了一件好看的外衣， 而 “软文化” 的

建设才能真正体现班级的精神。 班级文化是班级管理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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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 它属于管理诸要素中的软要素， 处于核心地位。 良

好的班级文化建设， 能在班级成员的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内在

激励因素， 增强班集体的向心力和归宿感。 特别是在关键时

候或遇到重大困难时， 这种无形的力量能使同学们挺身而出，

为了班级的整体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的利益。 没有了班级文

化， 一个班级必是一盘散沙， 就不会有凝聚力和向心力， 学

生生活在这个集体当中就会缺乏归属感和 “主人翁” 感。 班

主任是班级文化建设的领导者， 班主任思想开放， 班级就不

会很保守； 班主任做事效率高， 班级就不会很拖拉； 班主任

有大局意识， 班级就不会很自私。 当然， 同学们也要积极参

与， 多动脑子， 多想办法， 多配合工作， 全班一盘棋， 这样

才能形成共同的氛围。 反之， 班主任不支持， 同学们不配合，

想搞好班级文化建设就是一句空话。

为了指导班主任搞好班级文化建设， 我们在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编辑了这套 “班主任班级文化建设与主题活动指南丛

书” 图书， 包括 《学生热爱科学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

生热爱祖国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生遵纪守法教育与班

级主题活动》、 《学生热爱环境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生

热爱学习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生热爱父母教育与班级

主题活动》、 《学生热爱社会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生热

爱劳动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学生完善人格教育与班级主

题活动》、 《学生阳光心理教育与班级主题活动》 １０ 册。 本套

书除了论述班级文化建设的各种方法外， 还提供了可供参照

的各类班级主题活动的案例， 具有很强的系统性、 实用性、

实践性和指导性， 非常适合各级学校的班主任老师及学校辅

导员阅读， 也是各级图书馆陈列和收藏的最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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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学生热爱社会教育理论指导



１． 学生社会责任感教育指导

社会责任感就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里， 每个人在心里和

感觉上对其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 具体点说就是社会并不

是无数个独立个体的集合， 而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整

体。 尽管社会不可能脱离个人而存在， 但是纯粹独立的个人

却是一种不存在的抽象。 简单点说就是没有人可以在没有交

流的情况下独自一人生活。 所以每个人一定要有对社会负责，

对其他人负责的责任感， 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欲望而生活，

这样才能使社会变的更加美好。

在一份针对学生调查的问卷中， 有这样一道题， 让他们

说说， 学生应该有哪些权利、 哪些义务， 应享有什么样的自

由， 有什么样的责任和担当。 结果一些学生权利写了， 义务

不写； 自由写了， 责任不写。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 在社会开

放进步的同时， 我们的孩子过于崇尚个性， 往往是讲自由、

要权利， 却不愿意承担与它们相配套的责任和义务。

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你还指望他对社会尽多少

责任？

一般来说， 学生只有首先对个人有责任感， 想到自己应

该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人， 才会想到应该按社会要求做点什么，

从而逐渐表现出对他人、 对集体和对社会的责任感。 所以从

某种程度上说， 学生对自我负责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表现。

学生的学习可以大致分成三类模式。 第一类是 “自主当

家模式”。 这类学生非常清楚自己知识掌握得怎么样， 会自主

利用课余时间。 这类学生常常很优秀， 但遗憾的是， 这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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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较少。 第二类是 “老师当家模式”， 差不多有 ８０％学生都

是这种学习模式， 老师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完全围着

老师的指挥棒转。 第三种是 “无人当家模式”， 就是老师把大

量的自修时空还给学生， 他不会自己当家， 连时间都不知道

怎么用， 这样一来事情就糟糕了。

凡是 “自主当家模式” 的学生没有考不好的。 凡是 “老

师当家模式” 的学生， 除非老师特别优秀， 把要考的内容都

讲到了， 不然的话， 他成绩不会很优秀。 而且， 由老师当家

的学生在大学里还会有很痛苦的适应期。 所以我们现在考虑

的， 不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分数把学生送出去。 我们关注的是

他们将来能够走得更远。 用陶行知先生的话来说， 教是为了

不教。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提倡学生在学习上要自主当

家， 其实这也是一种自我责任意识。 自我责任意识有了， 你

才会去尽社会责任。 一个人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你还指望他

对社会尽多少责任？ 即使尽了， 也可能是一时冲动。

在生活上， 对学生强调： 自己的前途自己负责， 不要过

度依赖父母和家庭， 依赖他们的金钱和权势。 很多人都希望

自己是有钱、 有势、 有地位的父母， 那真是舒服， 躺着享受

就好了。 所以我现在在学生里边倡导， 城市孩子、 富裕家庭

的孩子要让他自立、 自强， 要让他知道， 父母的是父母的，

物质也有靠不住的一面， 你要通过自己的奋斗来实现自身的

价值。

不管是生活上， 还是学习上， 我们提倡学生对自己负责，

其实也是在帮助他们从 “自在” 走向 “自为”。 自在的人是

有奴性的， 没有自我， 完全依靠别人。 到了 “自为” 阶段，

才能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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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当责任， 让一个人从平凡走向卓越

实践中， 我们是把学习责任感、 自我责任感、 家庭责任

感、 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说， 我这件事情准备

培养他的家庭责任感， 那件事要培养他的自我责任感， 不

是的。

当下责任教育比较难的地方， 一个就是价值取向上的单

维， 自由与责任、 权利与义务这两对关系， 我们始终没有处

理得很好。 社会开放了， 应该有更大的自由度， 学生应该有

他的权利， 这个对不对？ 对的， 但相应的， 有了自由后， 责

任也要配套。 有这样一个故事， １１ 岁的孩子玩球不小心把邻

居家的玻璃打破了， 父亲说， 我先把 １２ 美元赔了， 但是你要

利用星期天帮家人搞卫生或者是做公益活动， 用挣的钱来还

我。 言下之意， 就是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这就是一种

自由与责任相配套的文化。 这个孩子长大后， 就是美国的前

任总统里根。

其实人总是在承担各种责任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

我们提出， 进入杭州长河高级中学的学生要有 “高远的志向，

高昂的志气， 高雅的志趣” ———这三 “志”， 是学生承担责

任的精神基础。

告诉学生， 做人要立志。 “志” 既是个人之志， 也是报国

之志。 不要把志向理解为考上一所好学校、 找到一份好工作、

得到一份高收入、 享受一种安逸的好生活。 它们绝不是一个

人志向的主要部分， 更不是全部。 一个人如果不倦地追求这

些， 那么达成目标之时， 就会是他的精神家园荒芜之时。 我

把高远的志向比作一座山， 每个学生的心中都应该有， 而且

要从小耸立在心中。 文天祥的 “留取丹心照汗青”、 孙中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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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为公”， 等等， 都是我们帮助学生树立志向时常讲的

例子。

至于 “志气”， 现在很多学生志长气短， 甚至有志无气，

缺乏一种践行责任的意志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想了

不少法子。 比如说高一时请学生写下自己高中三年的目标，

不只是学习方面的， 思想、 生活各个方面都要有。 到了高三

请学生回忆一下高一时的志向， 再对照高一的规划， 定一个

将来的人生规划。 这个规划里就要包含对自我、 对家庭， 特

别是对国家、 对社会的一种担当意识、 责任意识了。 这个表

达了两层意思， 一是鼓励学生要朝着一定目标走去， 这是志；

二是要一鼓作气走到底， 中途绝不停留， 这叫气。 凡事的成

败都取决于这两个字。

志气到了极点， 容易走向高傲和狭隘。 所以我们还要求

学生养成 “高雅的志趣”。 即对人生有一种稳定的爱好和执著

的追求， 对学习、 工作和生活表现出兴趣、 乐趣和情趣来。

有了高雅的志趣， 人才会阳光起来， 柔和起来， 生活也才会

美好起来。

什么叫 “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 就是当你有了高远

的志向、 高昂的志气和高雅的志趣后， 不管暂时是成功还是

失败， 你都能承载， 都有会继续生长的能力， 这就叫厚德载

物。 所以这 “三志” 就是一个人从平凡走向卓越的基本路径。

从知到行，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的时候， 我们常常遇到的一个问

题是： 理念清楚， 但理念要转化为实践， 中间就有很大的鸿

沟。 问题出在哪里？ 还是出在我们的教育理念、 教育思想上。

我们说知、 情、 意、 行， 但工作却总是做在 “知”、 “行”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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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上， “情”、 “意” 被忽略了， 中间出现了断层。 学校里司

空见惯的做法是： 老师先讲学生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然

后就开始检查， 没有遵守就扣分。 我们缺乏情感的激发和意

志的强化， 责任教育也好， 德育也好， 难点都在这里。

如何激发学生的情感和意志？ 开展一个比较独特的活动，

凡城市家庭的孩子， 在高中三年一定要利用假期， 到家是农

村的同学家里生活两星期，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大量人口

是农民， 你去感受一下， 真正了解我们的国情， 不要生活在

一个狭小的圈子里。 一个人要对社会负责任， 一定是先从对

社会有所了解开始的。

我们的城里孩子和农村孩子一起坐公共汽车回乡下， 在

田里割稻， 挖地瓜， 摘茧， 在水沟里洗衣服， 都是自己做。

这种体验是非常真实的。 只有真实的体验， 才能激发感情、

强化意志。

平常我们讲社会责任感， 总是在文字里、 书本中和黑板

上， 可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是在社会中， 而不是在封闭的校园

里产生的啊。 也许学生当时会很不习惯这种生活， 但当他回

到城市以后， 参加工作以后， 再去回顾那段经历， 慢慢地，

他的真切情感会出来： “当时那个家庭我还想再去看看”， 或

者是在城里看到农村来的人， 他就会马上想到宏志生家庭贫

困的情景、 热情招待他的情景， 他就会想， “我要关注他、 帮

助他， 他们不容易的”。 情感一下子出来了。

现在的社会责任感教育， 从知到行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有一则消息， 美国人调查说， 中国 ２０ 岁 ～ ２９ 岁喝星巴克咖

啡、 吃比萨、 享受西方生活方式、 最近几年收入增长最快的

这个人群， 是最反感政府拿钱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的。 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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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样？ 就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国情， 不了解社会， 对农村没

有感情， 也就没有相应的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责任教育刻不

容缓， 责任教育任重道远。

多元价值的冲击下， 如何进行责任感教育？

现在， 多元价值对社会责任感教育的冲击不小。 整个社

会风气， 归纳成 ６ 个字： 重物质、 轻精神。 教育也免不了受

这股风气的影响。 所以我们必须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校环境，

对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最好是整个学校

都有一种担当社会责任的文化和精神。 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

感， 班主任作用很大。 他的文化底蕴越深， 人文情怀越厚，

他培养出来的孩子才越可能有社会责任感。 因为学生每天每

时每刻都在接受教育， 教师的一言一行， 都在熏陶着他们。

２． 学生认识社会教育指导

小学社会课是根据国家教委颁布的课程计划新外设的一

门综合性课程。 要求指导学生认识一些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

象， 了解一些社会常识； 从小培养学生正确观察社会， 认识

社会， 适应社会生活的初步能力； 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和法制观念的启蒙教育。 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社会是由人、 社会事物和社会现象构成的。 人生活在社

会上， 每个人与社会事物和现象之间是紧密相联系的。 人的

生活基本需要是社会供给的， 每个人都必须生活在某一群体

之中， 人们之间应是互相尊重、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的， 现

在或将来必须服务于社会， 为社会做贡献。 今天的学生将来

是社会的主人， 今天他们依赖于社会， 明天仍然要依赖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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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同时须服务于社会。 所以， 指导少年儿童认识社会。 教

育他们从小尊重人、 关心人， 培养他们服务社会， 为社会做

贡献的意识， 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是社会课教学的主要

任务。

（１） 从社会课知识结构理解社会课的教学要求

小学社会课具有较强的综合性， 内容包括社会生活、 历

史、 地理及法律常识四部分。 它是以认识社会为主线的。 其

中社会生活部分要求通过教学， 指导学生认识家庭、 学校所

在社区及社区设施等事物或现象， 初步了解个人、 家庭和社

会的关系， 体验自己与群体的关系。 理解如何尊重他人、 关

心他人、 关心社会中各行各业辛勤工作的人们。 培养他们从

小具有服务于社会的意识； 历史、 地理知识部分要求在教学

中指导学生初步了解家乡和祖国的历史、 地理常识， 初步知

道我国地大物博， 人口众多而资源人均占有量少于世界许多

国家的国情， 知道实行计划生育、 环境保护是我国的基本国

策。 知道我国有光辉灿烂的文化， 知道我国近代受侮辱的历

史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史， 现代社会主义建设

成就及改革开放的巨大变化， 对学生进行 “两史一情” 教育，

从而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建设家乡， 振兴中华的情感；

法律常识在小学社会课中内容不多， 主要是 《中华人民共和

国教育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教学中

要求学生知道我国有为保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而设的法律，

使他们知道接受九年义务教育是每个少年儿童的权利并受法

律保护。 其次还要使儿童知道我国有为保护环境而设的 《环

境保护法》、 《森林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 有关法制

内容是结合思品课中的交通法规和 《小学生守则》 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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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他们从小遵纪守法， 逐步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 并知道

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社会课中的社会生活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

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的有关内容主要安排在第一、

二册中， 是五年制小学三年级、 六年制小学四年级学生学习

的主要内容。 这部分内容主要反映了人、 家庭与社会事物和

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 并发生着相依存的关系。 指导学生正

确认识这种种的关系， 培养他们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能力，

是培养学生对社会的责任感的基矗。

（２） 认识社会关系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 在社会生

活中， 常见的社会事物和现象很多很多。 每种社会事物和现

象都直接地或间接地和每个人发生着某种密切的关系。 如学

校是每个人学习的地方， 商店或市场是人们购买生活必须品

的地方； 社会各种事物都必须有人参加其中的活动， 每个家

庭的成员又都必须参加社会事物的某种活动； 家庭的生活必

须品又都是依靠社会供给的。 在这种供求关系中使我们每个

人都和社会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们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所以每

个人， 特别是小学生应从小学会尊重他人、 关心他人， 逐步

学会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使他们明确将来必然要参加社会

某种事物的活动中， 他们对社会都必将担负建设、 改造和不

断提高人民生活的责任。

使少年儿童明确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位置， 和哪些

人发生了什么样的联系， 应如何对待社会事物和从事各种事

物的人们， 这是社会生活部分教学应注意的事情。

今天的少年儿童， 在家庭中是一名成员， 他与其他成员

一般都是父子、 母子关系， 当然有的还有爷孙等关系，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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