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调查责任编辑：汪 恒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77
E-mail：gjjw3@qq.com 32021年1月27日 星期三

（王 铎 绘）

E.配套机制突破，改变“责任无边”困局
班主任也要有“智囊团”

付出多 回报少 通道窄

班主任专业化，如何突破困境
□本报记者 汪 恒

在中小学专任教师队伍中，班主任是一个不小的群体。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的调研组专家算过这样一笔账：以2019年年初全省

基础教育统计数据为依据，全省中小学各班级共需要班主任

151617名，占到了全省小学和中学专任教师总数的37.1%。

班主任队伍的专业成长关系重大。班主任们都有哪些关心

的问题？他们在班主任工作中最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班主任一

职离真正专业化还有多长的路要走？为了解情况，省教科院对全

省11个地市的2675名奋战在小学、初中和高中一线的班主任进

行了深入调查——

A.群体画像：换个角度认识“老班”
中青年是主力 女教师成顶梁柱

通过调查提供的2000多个样本，也许你会对当下的班主任群体有更清晰的

认识。

班主任大多是教什么的？调研报告告诉我们，担任班主任的大多是承担着主

科教学的教师。其中，小学阶段的班主任中语文教师占绝对主力，达到71.18%。

其次是数学教师，占17.92%。除了主科教学，不少小学班主任还承担着道德与法

治等德育课程教学及班团队活动的组织开展工作。

在班主任中间，中青年教师是主力。35岁以下的班主任占到了总人数的四

成，22~25岁的年轻教师更是占到总人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同时，班主任任职年

限在3年以内的占整个班主任队伍的四分之一，拥有3~5年经验的占比12.41%。

综合起来看，担任班主任经历在5年内的教师占比超过了三分之一。值得一提的

是，女性教师在班主任队伍中算是绝对的顶梁柱了，占比85.53%。

这些在职的班主任如何看待手中的这份工作？有94.4%的班主任都认同，班

主任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强、专业性强的工作，班主任专业化很有必要；还有

72.56%的班主任对实施班主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表示了赞同；73.2%的班主任赞

同持证上岗。

相比以往，班主任的教育理念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有逾四分之三的班主

任将学生的健康成长作为了第一要务。把学生成绩和班级不要出事作为“头等

事”的班主任占比极少，仅为1.76%和15.6%。

有超过半数的班主任会觉得学生的进步是最让自己开心的事，其次才是师生

关系融洽、家校关系好等。只有4%的班主任将班级成绩取得第一名视作最高兴

的事情。此外，有50.21%的班主任除了学科教学外，把剩下的精力主要放在了与

学生谈心谈话上，显示出他们对学生心理问题的关注。

B.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班主任心里有点苦
发展通道不清晰，“当好当坏一个样”

在调研报告中，屡屡出现“班主任专业化”这一表述。为什么要强调班主任的

专业化？专家解释：班主任工作充满着复杂性。强调班主任专业化，意味着在理

念上认可班主任作为专业工作者的身份，同时也承认班主任需要具备专门的素

养、经过专业的训练和培养，需要有一定的专业地位、专业权利、专业资格体制

等。今天的学校更需要一支专业化的班主任队伍。

然而现实中，班主任的专业化之路与理想情形仍存在不小的落差。首先横亘

在面前的便是班主任的专业地位和专业前景问题。

目前，班主任一般是由学科教师兼任。在不少学校，班主任的专业发展排在

学科教学之后。班主任成了学科教师的副业，班主任的专业地位处在被边缘化的

境地。

据调查，有93.83%的班主任透露是自己上岗是受学校安排的，由自己主动申

请而得来的占比不到4%。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当班主任时，只有43.81%的教师表

示非常愿意或愿意。表示喜欢当班主任的占比仅为34.73%。值得注意的是，有

82.51%的班主任都表示自己的压力大，甚至有44%的人坦言，感受到了非常大的

压力。

为什么教师们会不大情愿做班主任？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任务重压力大”。

教师们在访谈中给出了更多具体原因，如“杂事太多、工作时间长”“学校什么事情

都有班主任的份儿”“承担了很多非教育教学任务”“安全责任大”等。

除了任务和压力的原因，还有很多班主任反映“付出与收入、地位不成比”。

据调查显示，目前我省小学阶段班主任的津贴普遍在200~500元，初中为400~

600元，高中为500~800元。虽然各地区、各学校在班主任津贴的具体数额上存

有差异，但有67%的班主任对岗位待遇表示不满，多达93%的班主任期盼能够“大

幅度提高班主任工作津贴”。

此外，班主任的专业待遇也多有不理想之处。先来看看激励机制，有79%的

班主任反映，目前针对班主任的奖励太少、可评的奖项少、激励面也很少，留给班

主任的机会并不多。比如在评优评先及职称评定上，有60%的班主任表示，自己

和其他非班主任教师差不多，基本没什么优势。还有9%的班主任表示，学校文件

规定有优势，但基本没落实。仅有30%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所在学校在这些方面

真正做到了向班主任倾斜。

调研组专家认为，班主任工作某种程度上“工作时间无限、肩头责任无限”，但

劳动的价值并没有在薪酬体系中得到充分体现：津贴不能形成有效激励，经济待

遇不高，同时专业待遇又很难反映出来。这在很大程度上会打击班主任的工作积

极性和专业发展的主动性。

专家介绍，虽然班主任专业化理念已经得到了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管理者的

认同，但班主任专业化实践在教育行政部门那里却很少被提上议事日程。

“当好当坏一个样”“当了十几年班主任还和当初一样，只是普通班主任”调研

组还在一线班主任中间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在一些教师眼中，班主任岗位缺乏像

学科教师那样的职称评聘通道，因而在自己的教师生涯规划中，将班主任专业发

展的重要程度排在教学业务之后。现实中，这些教师对班主任专业化的要求还不

是很了解，对班主任工作也没有明确的发展愿景，找不到成长的方向，缺乏身为班

主任的专业自觉。

编者按：班主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骨干力量，在育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在现实中，存在着一线教师担任班主任的意愿不强、相关培训不足、班主任

专业能力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我们往往谈论学科教师的专业发展更多，涉及班主任的专业化发展则较少。不久前，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对全省中小学班主任工作

发展状况进行了专题调研，试图厘清班主任专业化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并据此对症下药。

C.独自摸索成常态，班主任渴求指点
培训机制不完善，考核评价“蜻蜓点水”

D.顶层设计突破，照亮职业进阶路
培养专家型班主任才是未来趋势

要改变班主任专业化中的种种困境，需

要理念先行。“班主任专业化是做强班主任

队伍的有效途径。我们要引领班主任从过

去的经验型逐步向专家型、职业型发展。”调

研组专家解释。

首先，要在顶层设计层面推进班主任专

业化发展。教育行政部门需要将班主任专

业化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为班主任专业化发

展设计整体框架，从区域角度构建起班主任

培养的有效机制，推动班主任群体专业化，

以及个体的专业化实践。

其次，班主任准入机制和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也势在必行。可以根据国家有关法规

和对班主任工作的要求，来界定班主任的任

职资格和基本条件，提高班主任岗位的门

槛，让想干、能干、会干的优秀教师走上班主

任工作岗位。资格证书制度是职业专业化

的基本特征，设置班主任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就是对班主任工作能力的一种认定。

再次，在班主任的评价体系上，需要树立

新的评价导向。符合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评价

指标体系需要尽快出炉。新的指标体系，需要

将班主任的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

专业人格等纳入其中。浙江外国语学院教育

学院教授、省名师名校长中小学班主任工作室

首席导师李涛在采访中告诉记者：“班主任的

工作实质是最大化地促进个体和集体全面而

充分的发展。中小学每个班级的班级气质都

不相同，很难用完全整齐划一的标准去衡量。

但可以本着多元主体、多样途径、多维视角、发

展开放、过程导向等原则去进行探索。”

此外，还需要把班主任专业发展的通道

逐一打通。长期以来，班主任的发展通道相

对狭窄，除了少数人走向教育行政领导岗

位，或是改走学科系列朝着教学名师去努

力，班主任这条线的专业成长通道并不清

晰。很多地方已有校长等岗位的职级制，实

际上班主任的职级制也值得考虑。可以建

立并试行班主任专业水平的等级认定制度，

比如将班主任专业水平等级分为初、中、高

等不同等级，每个等级再设置相应评聘标

准，不同等级享受待遇也有所不同。

最后，班主任的职称评定体系和班主任

荣誉称号等也可以纳入教育行政部门的考

虑范围。教育行政部门可以在职称评定体

系中将班主任专业成长的需求考虑进去，新

增班主任职称系列，或是在德育、高级职称

评定中进一步向班主任倾斜，让班主任可以

在学科系列或是德育系列中进行选择。在

各级名师认定中，也可以尝试增设“名班主

任”称号，设立省级“班主任带头人”，并纳入

学科带头人的评审系列，对工作业绩突出的

优秀班主任可以破格晋升高一级职称，开展

省杰出班主任和省优秀班主任评选活动等。

在很多人的眼中，班主任“什么都得管、

什么都得担责”。这实际是公众对班主任无

边责任的刻板印象，也是班主任压力过大的

根源。调研组介绍，教育部曾于2009年印

发过《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可以据此提

出合理的班主任工作和责任边界，尤其应该

明确班主任的安全义务和责任边界。而且，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该维护班主任的正

当权益，为班主任、家长和社会树立一个合

理的预期，给班主任“松绑”“减压”。

要提升班主任的工作积极性，需要探

索建立班主任薪酬制度，进一步提高中小

学班主任的经济地位。合理的薪酬制度能

够激励班主任不断追求专业发展与职业自

我实现。区域层面可以尝试完善津贴发放

办法，进一步提高班主任的工作待遇，鼓励

教师尤其是优秀教师长期从事班主任工

作。要将班主任工作记入工作量，并提高

班主任工作量的权重，在绩效工资分配中

向班主任倾斜。

同时，还需要健全班主任的表彰激励制

度，提升班主任的专业地位。可以在定期表

彰的基础上建立起系统的班主任表彰机制，

宣传优秀班主任的专业化发展路径和经验，

从而提升班主任岗位的吸引力和幸福感。

比如，对从事班主任工作达一定年数的教师

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适当的物质鼓励，以及

加强对那些重视班主任工作的学校的典型

经验宣传等。

班主任的专业发展道路上的引领也很

重要。班主任的发展还是需要依托专业组

织，通过终身专业训练来习得教育专业知识

技能，实施专业自主，表现专业道德，逐步提

高自身的从教素质。教育行政和教研部门

应更加重视班主任专业培训，将班主任的培

训纳入教师全员培训整体规划中，提供必要

的经费保障，严格做到“先培训后上岗，不培

训不上岗”，并建立起岗前培训、在岗培训等

多层次有机衔接的培训体系来。

此外，还要确保班主任教研活动的制度

化、常态化。一方面要建立和完善中小学班

主任的教研机制，确定专门的班主任教研活

动时间，确立各级班主任专业化发展工作或

德育专职教研员，完善教研网络和制度。

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名班主任、班主任

带头人等，成立名班主任工作室，吸纳优秀

中、初级职级的青年班主任为成员。“班主任

工作室更关注班主任的精神家园缔造和专

业化养成，并以团队的形式进行一线问题研

究、成果攻坚，突破了地域、时空限制，起到

辐射作用。”李涛解释。

面对具体的班主任工作，教师们会遇到

哪些困难？调研组发现，与学科教师按年规

定的学时培训和常态化的教研工作相比，班

主任在相关引领和支持体系方面则明显要

少一些。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班主任基本上是在

“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匆忙上岗

的。第一次担任班主任时，未接受过班主任

上岗培训的达到了46.8%，有近30%的班主

任表示上任之初“手忙脚乱，遇到问题时常

感觉无从下手”。只有10%左右的教师表

示，自己在第一次担任班主任时，已经有了

比较充分的知识和能力准备。63.44%的教

师当时有了解过一些相关内容，但仍然不是

很充分。26.09%的教师回答，当时“几乎没

什么准备就上岗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摸着石头过河”就成

了班主任最主要的成长方式。有42.77%的

班主任将自我摸索、自我学习作为班主任工

作期间最主要的学习方式。此外，有30.84%

的班主任主要凭借“同行间的相互学习”，

18.06%的人受益于校内的“师带徒”，仅仅

只有8.19%的人参加过学校组织的专门针

对班主任的相关培训。这些数据表明，在

班主任的专业成长过程中，外界的指导相

当有限。

调研组的专家们把不少班主任的职业

进程形容为“自然成长”。这种在摸索中前

行的方式，有可能成功，但也有可能失败。

“班主任工作是直面学生心灵的工作，它比

教学工作更具复杂性和艺术性。如果班主

任在自我摸索中失败，学生就成了班主任自

然成长中的‘试验品’和‘牺牲品’。班主任

培养亟需系统性和专门性。”专家表示。

班主任考核是目前进行班主任管理的

主要手段和机制。然后这一手段也面临着

专业化指向不足、过于简单等问题。据了

解，虽然大部分学校都制定有非常详细的

班主任量化考核细则，但细读内容，这些

考核评价指标依然简单停留在统计上交

材料次数、班级积分、学生成绩、到岗等情

况。一方面，这是用班主任常规工作指标

取代了对班主任的成长评价。另一方面，

指标也出现了量化严重的弊端，难以反映

真实面貌。

在调查中，一线班主任也反映，学校

在对他们的考核中，最看重的几项指标分

别是学校班级间的评比、学生综合素质、

班级开展的活动及家校关系。这其中，学

生的综合素质的重要性是让位于各类评

比活动的。

专家表示，这实际上反映出，班主任考

核更多是一种面上的工作考核。调查组解

释，这样的方式不仅不能全面考察班主任的

专业化发展程度，也难以在班主任的专业发

展上起到引领作用，无法满足班主任们在专

业发展上的诉求。长远来看，也会削弱班主

任专业发展中的自主性和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