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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心”计划
假期早收心，开学不忧心。度过开心的寒假后，同学们学习难免有所懈怠，生活习惯也有所
改变。新学期，班主任开好局、起好步，才能把握好整个学期的节奏，顺利推进每一个节
点，不断更新迭代相应的工作。
新学期工作即将起航，班主任工作要做得顺利、专业、幸福，就必须有自己的计划与安排，
本期班主任驿站，一起去看看灵璧县灵西中心学校各年级的班主任们是如何做的吧！

从“心”出发 以心促学
□一（6）班班主任  李  粉
一个班集体，难免会有一些学生学习能力较弱、习惯较差。因此，做好这类学生的转化工作
显得十分迫切而又重要。新学期，我要从心出发，以心促学。
用心设计，一生一案。针对不同问题，教师应该制订个性化的转化方案。方案应该包括学习
目标、学习计划、辅导措施、评价方式等。通过个性化的转化方案，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帮
助他们提高学习成绩，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行为习惯。
走进心田，激励斗志。鲁迅先生有句话：“教育是植根于爱的。”关爱是转化的关键。教师
应该关心每一名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和尊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关爱。如：多谈心、上
课多提问、多发现闪光点等，激发后进生从心里想学的欲望。
触动心灵，激发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应该通过多种方式激发后进生的学习兴趣，
让他们对学习产生兴趣和动力。例如课堂教学中，多设计一些游戏活动，给后进生创造获得
成功的机会，让他们体验到学习的快乐，从而稳定学习的兴趣。
转化后进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跟进与反馈。教师要有信心、有恒心、有耐心。
李粉在指导学生

关注学生 呵护成长
□二（1）班班主任  娄  勉
有效的管理能够发现细微之处的问题，合理的规划可以有序推进教学工作的开展。新学期，
我将在教学过程中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教学理念，用心关注学生问题，用心呵护学生成
长。
因材施教，制订个性化学习目标。在新学期将秉承因材施教的教学理念，根据每名学生的学
习情况，制订个性化的学习目标。学习目标制订的参考因素：学生识字情况、学生阅读情
况、学生积累情况、学生写作情况。学习目标落实方式：课前预习、课中练习、课后开放性
小任务。以上问题的设计将按照基础性问题、提升性问题、拓展性问题的类型来开展，保障
班内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激发与成长。
以身作则，潜移默化营造学习风气。新学期将以身作则，通过自身的行为引领潜移默化地营
造班内良好的学习风气，同时也会在班内墙壁上方、走廊上粘贴学习标语，引入学习激励制
度，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榜样引领，让学生成为“小老师”。新学期开展之初，将定期选举小组内部的“行为习惯优
秀达人”，以榜样的力量引领班内同学规范自身的言行，使每一名学生都有机会成为“小老
师”。
尊重陪伴，用心搭建后进生的成长之路。与班内后进生进行密切沟通，长期陪伴了解后进生
在学习与成长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后续根据后进生的学科学习情况，学习过程中所遇到的问
题制订针对性的学习计划。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引导后进生回答问题，对他们的日常表现
进行鼓励，提高学习信心，激发学习主动性。
集思广益，学生的活动由学生“做主”。本学期将定期开展主题活动，活动的内容、形式、
讨论要点则由学生做主，在线上学习平台针对每周的主题活动内容进行探讨，在学生讨论与
投票结束后，制订主题活动内容，保证学生的活动能够由学生做主。
倾听关怀，让一位学生都可以勇敢表达。心理健康教育伊始，以“盲盒”的方式来进行。教
师组织班内学生书写自己现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并投入到盲盒内部，每天由一名学生抽出一
张纸条，由教师带领学生针对纸条上的问题进行探讨，在班内学生逐渐习惯共同探讨心理问
题后，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班会，引导学生积极发言，勇敢表达。

用爱吹开迟绽的雏菊
□三（1）班班主任  汤道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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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多种因素影响，班级总会有一些学生在学习或生活习惯等方面有些后进。新学期，再起
航，如果把这些学生带入起航的快车，将会在新的学期里使班级的各项工作在快车道上狂
飙。反之，只能减速慢行，滞缓班级各项工作的开展。那么新学期如何做好这类学生的转化
工作呢？
追根溯源，因人施策。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学生亦如此。只有追根溯源，查找后进
生后进原因才能做到精准施策，有的放矢。经过家庭走访，个人谈心，细致摸排，针对学生
的不同情况，一生一策，因人施策。
春风化“语”，“润”生无声。部分学生受留守、隔代教育、独生子女等因素影响，可能会
在学习或生活等方面表现出一定的不足。这时候，教师要转换角色，和他们交朋友，走进他
们的心灵世界，及时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用春风般的语言，化解他
们埋在心底的心结。
家校联动，形成合力。后进生转化是一项长期、复杂、任重道远的工作，不能仅仅依靠教师
单打独斗，需要靠社会、学校、家长共同行动，让孩子走出去，让相关专业人士走进来，分
工协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让学校、家庭、社会实现无缝对接，引领孩子在人生正确的
航道上快乐前行！
让爱化作一缕春风，吹进孩子的心田，吹开一株株迟绽的雏菊。

培得力助手 创优秀班级
□四（5）班班主任  李  倩
班主任虽然是世界上最小的主任，但是管理的事却是琐碎而复杂的，工作范围也是最全面
的。要想把班级管理好，仅靠班主任一人是远远不够的，应该着力培养小助手——班干部。
下面我就谈谈我的几点看法，具体可采取以下“三步法”。
牵着手。选好班干部后，要及时培训。要让班干部明白自己的工作内容，手把手地指导他们
去实际操作。把班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按照每名学生的实际进行分配。在做的过程中，还要
及时关注，做得好要及时鼓励，不足之处要及时指导。
拉着手。经过一段时间，同学们对平时班级的管理已有初步的认识，接下来，我尝试让几位
小干部学着去做，同时，我也会及时从同学们的口中获得反馈。
放开手。半学期后，这些小干部管理起班级已经有模有样了，所有的小助手都能清楚熟练地
负责自己的工作，这时候，大胆放手就水到渠成了。我只需要每天来到学校，经过班级时查
看班内的情况，如果发现什么问题，及时和小助手沟通、分析、解决。有时我还会深入班
级，通过询问其他学生，了解小助手的表现及班级纪律情况。如果发现小助手在管理中尚有
不足之处，就让他们及时改进，获取大家的信服，争取优中更优。此后，我们班的学习和纪
律等各方面都得到校领导和教师的肯定，并被评为优秀班集体。
管理班级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俗话说“懒妈妈培养出勤快的孩子”，那么，一位“
懒”班主任可以培养出能干的小助手。“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培养好了小助手，会
为你的班级管理助一臂之力。

新学期的曙光与挑战
□五（1）班班主任  杨泽莹
新学期的曙光，像金色的琴弦，弹奏着希望和挑战的乐章。当我们踏上这个新的征程，无论
是欣喜的、挑战的，还是忐忑的，我们都应该明确在这个学期要实现的目标，这不仅能帮助
我们找到前进的方向，还能帮助我们激发潜能，释放热情。为此，我们提出了一项新的计
划，旨在培养学生一种积极、健康的学习风气。
明确目标，激发动力。首先，我们需要明确每个学生的目标，让他们明白学习的意义和价
值。通过组织主题讨论、分享成功案例等方式，让学生们了解学习对个人成长、未来发展的
重要性。同时，定期举办目标达成仪式，鼓励学生追求卓越，激发他们的学习动力。
优化课程设置，激发学习兴趣。为了培养学习风气，我们需要优化课程设置，确保课程内容
既有趣又实用。通过引入多元化的课程，如艺术、音乐、体育等，让学生们发现学习的乐
趣。此外，定期举办学科竞赛、创新大赛等活动，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才华，培养他们的自
信心和创造力。
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培养学习风气的重要基石。教师应尊重学生、关心
学生，倾听他们的声音，了解他们的需求。通过开展互动式课堂、小组讨论等方式，建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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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间的信任和互动。此外，定期举办家长会，加强家校沟通，共同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
展。
提供个性化辅导。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提供个性化辅导有助于帮助他们发挥潜
力。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困难和兴趣进行定期评估，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建议。同
时，鼓励学生之间互帮互助，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
新学期希望同学们能够勇敢地面对挑战，积极面对困难， 勇于探索未知的世界，勇于挑战
自我；保持对知识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勇于追求梦想。

用心对待 静待花开
□六（10）班班主任  尹程程
约翰逊曾说：“伟大的工作，并不是用力，而是用心去完成的。”当然，我的工作并不是多
伟大，只是守着一个平凡的“三尺讲台”教书育人。但就是这小小的工作，也是需要我们用
心对待的。
新的学期已经开始，对于一个班级来说，后进生转换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环节，后进生转换成
功能促进良好班风的形成。虽然我从事教育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我深知，作为教育工作
者，我们必须修炼自身，让后进生不再成为边缘人物。我一直在积累经验，并时刻提醒自
己，做到一次比一次好。
后进生成绩不好的原因有很多，有些是家庭原因，有些是学习方法不当，有些是行为习惯欠
妥等。针对不同情况要对症下药，不论是后进生还是优等生，教师首先要做到一视同仁，不
能因为他们的成绩而对学生带有偏见。学生其实很敏感，他们能够感知到教师对自己的态
度。在进行教学时，适当降低知识起点，让后进生也能跨进新知识的门槛，让后进生感到自
己能学，学起来不会吃力。后进生因为自己的成绩，或多或少会缺乏自信，那么我们一定要
发掘学生的闪光点，多表扬，从增强自信慢慢转化成增强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多与他们谈
心，让他们感受到教师的关心。
与此同时，还要与家长积极沟通，争取取得家长的支持与配合，要说服家长，肩负起家长的
职责，尽量抽空配合好学校教师的工作。
每个孩童都是一粒种子，种子的不同注定花期的不同，期待每粒种子都能破土而出。
尹程程在指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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