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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管教视域下的
小学班级管理有效策略例谈

班级管理

正面管教，是由美国当代著名的心理
学家简·尼尔森提出的一套养育体系，其
核心是将学生培养成负责任、懂尊重、有
能力的人。如何将正面管教运用到班级管
理中，笔者运用HAPPY班级管理模式（如
图1）通过“创”常规惯例，“筑”冷静空间，

“占”决策轮盘等班级管理策略，读懂学生
行为背后的逻辑，创建相互支持激励、平
等互助的集体空间，给予学生足够的安全
感、归属感和信任感，与正面管教理念深
度契合，帮助每位学生寻找学习动力和自
我成长的方向。

班级管理是人、策略、情境三个因素共同作
用的过程，充分运用正面管教的管理工具，是营
造学生自主管理氛围，以及拓宽班级管理视野的
有效途径，笔者将融合正面管教理念及方法，列
举在HAPPY班级管理模式下有效运用的几个
管理策略。

“创”常规惯例
以积极心态促知行合一

日常惯例表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工
具”。它是指以表格的形式、流程的形式对学生行
为进行表达，以利于学生认知、理解、操作、训练、
并逐步在循环往复的行动和训练中形成自动化
的良好行为习惯。在面对班级日常管理中出现的
问题时，老师运用日常惯例表，可以让学生自己
照料自己，有效培养学生的独立性。

午间的教室，总有一些不和谐声音。一走进，
便看到一些孩子或是走动，或是轻声聊天。我意
识到需要整改一下教室的午间纪律。我想：建立
一张惯例表，比我苦口婆心说教要走心的多。

我：孩子们，我们午间的自习时间比较长，如
果给你的午间安排打分，10分是你的满意状态，1
分是完全相反的状况，那你给目前的状况打几
分？

学生们有说3分，有说4分……
我：你们做到了哪些事情？给自己打了这个

分？
生：（摸摸自己的脑袋）大部分时间我在完成

作业，完成以后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好做……
我：嗯嗯，这些做得不错，那我们来想想还可

以做什么呢？来做一张表格，合理安排午间时间。
生1：午间先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
生2：可以先做数学，数学作业的速度快一

些，再做其他的作业。
生3：作业完成是首要的，然后可以自己读

读课外书。
生4：我平时对画画很感兴趣，我想午间的

多余时间用来画画。
……
我：真不错！那你们自己动动手，做一张适合

自己的惯例表。

虽然学生设立的惯例表大同小异，但在他们
动手自“创”的过程中，已无形中起到了合理安排
时间的大作用。

一周后，学生在坚持每日微目标的努力过程
中，看到了自己的进步，从而逐步养成自律的习
惯。日常惯例表给予乐学生一种秩序感和稳定
感，让学生感觉自己很能干。当学生们听到“谁能
告诉我，惯例表中的下一项事情是什么”，远远要
比听到“现在是静心阅读时间，谁还在发出声音
干扰大家”更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

不仅是午间管理，对于安排班级事务、集合、
消防演习等都可以通过建立惯例表，让学生的认
知和行为进行统调。

让学生自主设计、自主实施、自我评价的过
程，有时比给学生各种物质奖赏更能满足他们“我
有能力”的心理需要，从而自我效能感大大提升。

“筑”冷静空间
以积极疏导促谦和有礼

正面管教以相互尊重为基础，将和善与坚定
融为一体，使学生能够在情绪释放中做到积极地
管理。

当学生犯错时，积极的暂停是一个非常有效
的小策略。在试图解决问题之前，绝大多数情况
下，我们都需要一段时间的冷静，让大脑从“原始
脑”切换到“理性脑”，而“积极的暂停”可以帮助
学生做到这一点。

通过班会和学生约定，笔者布置一个能帮助
他们平复情绪的“冷静”区域，在“冷静”区域放置
一些励志图书，播放舒缓情绪的音乐，如《班得
瑞》《神秘园》《森林狂想曲》等，学生还可以为暂
停区取一个喜欢的名字。当发生矛盾时，在感觉
需要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去那个空间，补充心理
营养。

某次体育活动课，小庄和小王打篮球时争得
面红耳赤，结果大打出手。体育老师批评了几句，
他俩黑着脸，回到教室后，两人又继续扭打在一
起。教室里顿时躁动起来，同学们拉架的拉架，旁
观的旁观……我得知后，迅速走到孩子身边，分
别握住他们的手，温和地看看他们：“需要去我们
的‘冷静空间’吗？”他俩怔了几秒后，几乎异口同
声选择“去”。

大概半小时后，两个孩子来到我办公室，从
自己角度出发述说当时的感受和做法。孩子说，
再来一次的话肯定能处理得比之前好，至少不会
打架。

自始至终，笔者的态度都是温和而坚定的。
在“冷静空间”里，学生的情绪得到平复，心理得
到接纳，这样的暂停好比是跑步时喘口气，这一
小会的暂停足以让学生躁动的心恢复平静。如果
笔者一开始大声呵斥、批评他们，这只是生硬地
阻止了学生的一个不良行为，但学生没有得到应
有的尊重，暂时的平静只是隐藏了问题，而不是
解决。

冷静期过后，发生矛盾的同学从“满腔愤怒”
到“心平气和”，完全能平心静气鼓起勇气述说刚
才的事件，足见学生安全感得到了满足。在班集
体生活，学生与人相处，矛盾少了许多，为人越来
越谦和有礼。

“占”决策轮盘
以积极沟通促集体归属

班级是营造学生个体积极交往、达成个人目
标能力的场所。学生的社会能力则是在不同的环
境、人际交往、矛盾冲突过程中慢慢形成的。

如何解决冲突和矛盾，笔者还有一个策略：
选择轮。

不但给孩子更多的选择和权力，而且让孩子

学会关注解决方法，并且能想出更多解决问题的
好形式。先和学生们一起头脑风暴，列出每日冲突
或问题的可能解决办法，然后引导孩子选择可行
的解决方法，把方法一一写下来，用硬纸做一个圆
盘，平均等分，在圆盘的每部分写下解决办法。

那天，第一节语文课，我提早到教室，还没走
进去，就能清晰听到班里“刺头”黄同学特别的嗓
音：“我告诉沈老师去，你们故意踩我鞋子，哎呀，
我的新鞋子！”看见我来了，他喊得更凶了！我一
看，哦，原来黄同学今天穿了双新鞋，白黄的颜色
搭配显得板鞋特别亮丽，这新鞋被人踩了，怪不
得孩子心疼！我顺势一指：要不，让选择轮帮助
你，你说停，指针转到哪儿，咱们用这个办法来解
决。黄同学欣然同意。

转到“再试一次”，那就请刚才“踩鞋”的一幕
重新回放。

回放中，黄同学被踩的缘由一清二楚，原来，
黄同学老拿鞋子说事儿，显摆耍酷，让同学们很不
舒服，这下黄同学脸上也挂不住面子，红着脸说：
我就是喜欢鞋子，在同学们面前说说挺高兴的，原
来同学们不待见，我明白了！踩鞋子的同学也在选
择轮上选择“道歉”。这事就这么圆满解决。

的确，选择轮是赋予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的能
力——而不是把解决问题的压力都放在老师身
上。

游戏式的选择轮，是学生能够学会并喜欢运
用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技能。在班级约定下，引导
学生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在选择轮上寻求解决
办法，激励学生能鼓起勇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在正面管教视域下的教室里，让学生感受到，自
己能够成功地执行被选择出来的建议，体验到
集体的归属感。这应该是一切教育发生和延展
的起点。

将正面管教请到班级里，为学生提供

一个安全、自由的环境，自我教育才可能走

向成功。HAPPY班级管理模式突显了快乐

教育的核心，迎合了多元智能理论、需要层

次理论和归因理论相关正面教育的三个理

论基础，关注了每个学生独特的个性，用发

展眼光看待每个学生的成长，并对发展中

出现问题的学生给予积极的心理暗示，培

养了孩子们自律、负责、合作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从而班级管理呈现一种别样的景致。

当然，这更是一种立足学生发展的管理思

维模式的转变，需要班主任在实际工作中

不断探索、整合、变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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