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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对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关注， 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建构与培养应成为教师教育

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点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相关研究成果的共性分析，
横向内容对接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纵向层次遵循班主任专业发展路径， 建构小学班主任核

心素养模型， 包括必备品格、 基本能力、 关键能力三大维度， 为人师表、 教育信念、 关爱学生、
教育教学、 专业发展、 学生发展指导、 班集体组织与管理、 教育沟通与协调八项素养。 进一步

检验小学教育师范生对此素养模型的认同程度， 结果表明师范生对班主任素养模型各要素的认

同度较高且相对一致， 但也存在重品格轻能力， 轻视教育信念的迹象， 教育信念、 教育沟通与

协调和指导学生发展三项素养可作为班主任核心素养培育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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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导向的教育是信息时代教育变革的

必然选择， 也是我国进一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的前行方向，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学校

教育所追求的终极育人目标。 班主任作为中小

学日常思想道德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实

施者， 是中小学生健康成长的引领者， 也是中

小学生的人生导师〔１〕， 肩负着发展学生核心素

养的重要责任。 正如欧盟委员会所强调的那

样， 如果教师本身不具备核心素养就很难将核

心素养教给学生〔２〕， 因而， 班主任核心素养的

建构与培养问题值得深入探究。 目前， 班主任

核心素养的建构问题已得到关注， 但多数研究

是整体探究班主任核心素养， 聚焦具体学段的

研究较少， 针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研究更

是寥寥， 缺乏聚焦与 深 度、 时 代 性 与 针 对

性 〔３〕 。 并且， 对于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培养问

题研究尚少， 针对师范生这一准教师群体的

关注度更显不足， 师范生作为明日的班主任，
他们对于班主任核心素养的认同程度将直接

影响其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初步形成和后续发

展。 因此， 本研究在梳理国内外 “班主任素

养” “小学教师素养” 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 横向素养内容对接我国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 纵向素养层次遵循班主任专业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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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 并调查小学

教育师范生对此素养框架的认同度， 以期为

教师教育中建构和培养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

提供参考依据。

一、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相关文献

的梳理

（一） 国外小学教师核心素养的研究

除我国外， 俄罗斯与德国的小学教育中也

有班主任这一重要角色。 俄罗斯对于班主任的

首要要求是与学生沟通思想道德、 社会活动等

方面均具有较高素质， 包括热情、 机智、 随机

应变、 学识丰富、 创作技巧等人格特质〔４〕。 德

国对于班主任的素质要求在人格魅力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多门学科知识的掌握〔５〕。 而其余国家

的小学教育中大多没有班主任一职， 但仍有专

职教师承担着与班主任类似的工作， 如美国的

“辅导员” （ｓｃｈｏｏｌ ｃｏｕｎｓｅｌｏｒ） 和 “顾问” （ｃｌａｓ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 日本的 “担任先生” 等。 目前， 国外

对于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研究较少， 多是着

眼于一般小学教师核心素养的建构， 但仍对本

研究建构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有一定的借

鉴作用， 为更好地提炼国外小学教师核心素养

的共性特征， 特以表格形式梳理国外小学教师

核心素养 （见表 １）。
表 １　 国外小学教师核心素养概览

来源 小学教师核心素养

欧盟通用

教师核心

素养〔６〕

（２０１３）

知识层面： 对于教育理论、 课程、 评价的结构与组织有良好的知识框架； 所教学科的良好知识， 并

与数字技术素养和对学生学习的理解相连接

技能层面： 课堂教学与管理的技能与策略； 在学校共同体工作的人际、 合作、 反思和研究技能； 较

强的适应能力

品格层面： 基于学习结果、 理论和专业对话， 对专业实践和创新的批判性态度； 对持续的专业发展

与合作、 多样化和包容度， 持有积极的态度和承诺

澳大利亚

教师专业

标准〔７〕

（２０１１）

１． 专业知识： 了解学生及其如何学习； 了解所授科目知识及如何教学

２． 专业实践： 规划与开展有效教学； 创设并维持具有支持性与安全性的学习环境； 评价、 反馈与汇

报学生学习成效

３． 专业参与： 参与专业学习； 与同事、 家长或监护人、 社区开展专业合作

俄罗斯教

师职业

标准〔８〕

（２０１３）

必备技能： 观察教学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回应儿童的需求； 根据学生认知与个性发展水平确定个别

或集体的教学任务； 根据学科、 跨学科、 个别化的不同教育要求， 与家长、 教师及心理专家合作制定和

调整对学生的个别化教育途径

必备知识： 掌握现代教育制度的小学教学、 学习和发展理论； 联邦教育标准与普通教育大纲； 小学

教育教学任务， 教学和学习过程的教育工艺、 教学法和综合性活动法； 自然、 社会、 人类、 技术的系统

知识

新加坡

Ｖ３ＳＫ

模型〔９〕

（２０１６）

学习者中心： 移情、 相信学生、 激发学生潜能、 关注多样性

教师身份认同： 高标准目标、 探寻本质、 探索学习、 完善自我、 激情、 适应性和灵活性、 道德观、
专业化

服务专业和团体： 合作学习和实践、 建构学徒制和导师制、 社会责任和社会参与、 管理工作

美国 Ｋ－６
小学教师

标准〔１０〕

（２０１８）

理解每位孩子的发展和学习需要； 理解并教学学科或课程知识； 对学生学习进行评估、 计划与环境

创设； 对每位孩子进行有效教学； 发展成为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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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各国、 各组织提出的小学教师核心素

养的具体内容， 横向维度大体分为品格、 知识

与技能。 对于小学教师的必备品格， 一是以学

生为中心的价值观： 相信与热爱每一位学生，
关心并理解学生的需求， 尊重学生的差异性且

实现个性化教育； 二是教师身份认同的价值观：
为人师表， 具备教育信念， 不断挑战、 突破与

完善自我； 三是社会共同体一员的价值观： 承

担社会责任， 具备交往与协作能力， 以合作的

态度参与和管理社会工作。 对于小学教师的基

础知识， 包括： 在不同教育场景下组织教育活

动的教育学与心理学知识； 所教学科或课程的

系统知识； 与社会和儿童生活必不可分的实践

知识； 丰富的文化知识等。 对于小学教师的关

键技能， 包括： 课程开发、 课堂教学、 促进学

生发展的技能； 组织与管理班级、 沟通教育力

量、 整合教育资源的技能； 问题研究与实践创

新的技能。 除此之外， 国外还特别强调教师的

终身学习力和信息素养， 以更好地面对这个不

断变化的信息时代。 与横向素养内容对接的纵

向结构是教师的专业发展阶段， 如职前教师、
合格教师、 优秀教师、 专家型教师等， 并针对

每一阶段的教师在品格、 知识、 技能三维度提

出相应的进阶要求。
（二） 国内班主任核心素养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于班主任核心素养的研究， 经

历了胜任力或素质、 专业标准、 核心素养三种

术语的转变。 ２０００ 至 ２００９ 年之间， 学者着力于

班主任胜任力模型或素质模型的建构。 如徐建

平等基于班主任胜任力问卷调查， 建构了中小

学班主任胜任力模型〔１１〕； 揭水平等以小学优秀

班主任为研究对象， 将其素质结构归纳为人际

交往倾向等五方面〔１２〕。 随着 ２００９ 年 《中小学

班主任工作规定》、 ２０１２ 年 《中小学教师专业

标准》 等政策文件的发布， 学者开始尝试建构

班主任专业标准。 如李家成基于班主任工作改

革， 明确提出研制班主任工作专业标准的建

议〔１３〕； 江涛提出三层次 １１ 个指标的班主任专

业标准体系〔１４〕。 而后， 随着 ２０１６ 年 《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 的发布， 学者开始倾向于使

用班主任核心素养这一概念。 如耿申等运用德

尔菲法和文本分析法建构了班主任的五项基础

素养与三项核心素养〔１５〕； 陈萍等着眼于新时代

班主任专业角色的要求， 提出 ８ 大素养需

求〔１６〕； 许锋华等基于班级成长记录的扎根研

究， 从三个维度提炼出 ９ 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

养〔１７〕； 齐学红基于未来班级发展， 呼唤班主任

专业角色回归的 ４ 大核心素养〔１８〕。 虽然当前我

国班主任核心素养尚未达成统一， 但不同学者

的观点仍有共性之处， 具体内容如表 ２ 所示。
从横向结构来看， 我国班主任核心素养的

提出受到学生核心素养概念的影响。 学生核心

素养指向于适应其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

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 与此对应的班主任核心

素养同样包含品格与能力两方面。 班主任品格

包括人格品质、 道德修养、 教育情怀、 人文关

怀等， 班主任能力包括一般教师所必需的基本

能力， 如关爱学生的能力、 教育教学能力、 反

思与发展能力等， 还包括班主任工作特别要求

的关键能力， 如指导学生发展的能力、 建设班

集体的能力、 沟通与合作能力等。 再从纵向结

构来看， 我国学者提出的班主任核心素养大体

可以分为三重层次。 第一重层次是审视班主任

作为一般教师所必需的基本素养， 包括为人师

表、 关爱学生、 教育责任感、 教书育人能力、
专业发展能力等； 第二重层次是审视班主任区

别一般教师的特有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素养， 包括

组织建设能力、 成长指导能力、 沟通协调能力

等； 第三重层次则是审视成为优秀班主任乃至专

家型班主任所必需的核心素养， 包括组织引领能

力、 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教育家情怀等。

二、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

建构

小学班主任作为小学教育中全面负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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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我国班主任核心素养意见概览

来源 班主任核心素养

中小学班主任

工作规定〔１９〕

（２００９）

作风正派， 心理健康， 为人师表；
热爱学生， 善于与学生、 学生家长

及其他任课教师沟通； 爱岗敬业，
具有较强的教育引导和组织管理

能力

揭水平， 等〔２０〕

（２００９）

人际交往倾向、 个人魅力、 团队管

理能力、 认知能力、 知识经验

刘永存〔２１〕

（２０１５）

忍耐能力、 协调能力、 儿童立场、
预见能力、 研究能力、 创新能力

李家成〔２２〕

（２０１５）

研究学生的能力、 动态生成的能

力、 综合融通的能力、 终身学习力

齐学红〔２３〕

（２０１７）

领袖型人格、 学习型品质、 课程开

发者、 教育家情怀

林丹， 等〔２４〕

（２０１７）

内在 核 心 素 养： 学 生 发 展 指 导

（价值观、 学习、 活动、 生活、 心

理健康）
外在组成部分： 班集体建设、 沟通

与合作、 综合素养评价

江涛〔２５〕 （２０１８）

基本标准： 学生为本、 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 终身学习

核心标准： 班级建设、 学生指导、
沟通协调

理想标准： 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
专业引领、 教育创新

耿申， 等〔２６〕

（２０２１）

基础素养： 为人师表、 教育责任

感、 关爱学生能力、 教育教学能

力、 专业发展

核心素养： 班集体建设能力、 学生

发展指导能力、 教育沟通协调能力

陈萍， 等〔２７〕

（２０２１）

价值认同： 政治信仰、 教育信念；
职业情感： 职业荣誉、 爱生敬业

必备品格： 个人修养、 合作品质；
关键能力： 成长指导、 实践创新

许锋华， 等〔２８〕

（２０２１）

自主生长： 专业韧性、 终身学习、
实践反思

儿童指导： 学习引领、 综合锻炼、
激励评价

组织建设： 沟通合作、 组织领导、
人文关怀

班级学生思想、 学习、 健康和生活等工作的教

师， 聚焦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 培养面向未来

的人是班主任工作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 因此，
本研究基于国内外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相关研

究成果的共性分析， 横向素养内容对接学生核

心素养， 纵向素养层次遵循班主任专业发展路

径， 建构了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
（一）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结构分析

鉴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概念与班主任工作的

特殊性， 将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理解为满足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需要和自身终身发展所需的必

备品格、 基本能力与关键能力， 并围绕这三个

维度丰盈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横向内容。
同时， 依据班主任专业成长与发展轨迹， 遵循

准班主任 （一般教师）、 合格班主任、 优秀班主

任三层次搭建素养模型的纵向结构， 并将纵向

的班主任专业发展阶段与横向的素养内容进行

整合与对接， 具体模型结构见图 １。

图 １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结构图

横向素养内容涉及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

构成维度， 纵向素养层次指向小学班主任的专

业发展阶段， 随着小学班主任专业化程度的不

断提升， 其纵向素养层次所在位置投射在横向

素养内容区域的占比就越大， 代表对其所需具

备的核心素养要求就越高。
具体而言， 必备品格是一名教育人必须具

备的品德与人格， 是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基

础和保障， 发挥着支撑与引领作用。 为人师表、
教育信念、 关爱学生的教师品格既决定一般人

能否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作为小学班主任后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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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的一员， 又决定其未来能否在小学班主任

的道路上走得坚定而享受， 因而是小学准班主

任所需具备的基本素养。
基本能力指的是小学教师完成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和实现自我专业发展所必需的基础性能

力。 只有优秀的教师才能成为班主任， 教育教

学能力与专业发展能力是评定小学教师是否优

秀到能成为合格班主任的重要能力标准， 基本

能力与必备品格共同成为合格的小学班主任所

需具备的基本素养。
关键能力强调一名小学班主任能够高质量

完成班主任特定工作 （学生个体发展与班集体

整体发展） 所必需的专业性能力， 包括学生发

展指导能力、 班集体组织与管理能力、 教育沟

通与协调能力。 它既是小学班主任这一岗位区

别一般教师的特殊素养， 也是通向优秀班主任

的必备能力， 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 基本能力

共同构成小学优秀班主任所需具备的核心素养。
（二）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内容解读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横向素养内容

围绕必备品格、 基本能力、 关键能力三维度展

开， 包括 ８ 项核心素养： 为人师表、 教育信念、
关爱学生、 教育教学、 专业发展、 学生发展指

导、 班集体组织与管理、 教育沟通与协调。 这

些素养又进一步划分为 ２８ 个要点 （见表 ３）。
小学班主任的必备品格包括为人师表、 教

育信念、 关爱学生。 其一， 为人师表是对小学

班主任作为学生生命中的重要他人， 是其学习

与模仿对象的道德要求， 表现为遵纪守法、 品

行端正、 以身作则。 其二， 教育信念是对小学

班主任从教使命与心态的要求， 表现为热爱教

育事业和拥有教育理想。 要求小学班主任时刻

以学生发展为己任， 感受生命的双重成长， 坚

定地投身于教育事业。 其三， 关爱学生是小学

班主任必备的情感基础， 表现为热爱学生、 尊

重学生、 关心学生、 理解学生。 要求小学班主

任能够发自内心地爱孩子， 在尊重的基础上理

解孩子， 作为开展班主任工作的前提。

表 ３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内容要素

维度 素养 要点

必备品格

为人师表
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 以身

作则

教育信念 热爱教育事业、 拥有教育理想

关爱学生
热爱学生、 尊重学生、 关心学

生、 理解学生

基本能力

教育教学 教学能力、 教育实践智慧

专业发展
终身学习力、 实践反思能力、
教育研究能力、 教育创新能力

关键能力

学 生 发

展指导

学生学习指导能力、 学生个

性化指导能力、 学生心理健

康辅导能力、 学生价值观教

育能力、 评价学生的能力

班 集 体

组 织 与

管理

班级管理能力、 班集体建设

能力、 班级发展规划能力、 组

织与实施组织活动能力

教 育 沟

通与协调

沟通教育信息的能力、 协调

教育关系的能力、 调动教育

资源的能力、 人文关怀的能力

小学班主任的基本能力包括教育教学能力

与专业发展能力。 其一， 教育教学能力是对小

学班主任教书与育人两方面工作的要求， 表现

为教学能力与教育实践智慧。 要求小学班主任

既具备设计与组织教学、 实施课堂教学、 开展

教学评价、 开发课程等知识与技能， 又拥有在

复杂教育情境中解决种种真实问题的实践智慧。
其二， 专业发展能力是小学班主任能否从合格

走向优秀乃至卓越的关键素养， 可分为终身学

习力、 实践反思能力、 教育研究能力、 教育创

新能力。 终身学习力包括自我体悟修炼和向外

界取经的能力， 只有小学班主任抓住每一次学

习的机会， 才能拥有自身专业持续发展的不竭

动力。 实践反思能力要求小学班主任及时地分

析与总结自身教育实践， 高频且高效的反思是

班主任自身发展不断前行的重要保证。 教育研

究与创新能力强调小学班主任还承担着研究者

的角色， 带着研究意识审视各种教育现象，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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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钻研， 不断创新教育

方法。
小学班主任的关键能力包括学生发展指导

能力、 班集体组织与管理能力、 教育沟通与协

调能力。 其一， 学生发展指导能力是小学班主

任在与小学生共同成长的过程中， 促进其实现

个体社会化与社会个性化耦合的能力， 要求对

小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 学习指导、 个性化指

导、 心理健康辅导与日常的评价激励等； 具体

表现在小学班主任树立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关注学生学习生活与心理世界， 引导学

生自主发展， 解放个性， 采用多重方式评价学

生的表现， 发挥评价的反馈与激励作用。 其

二， 班集体组织与管理能力指小学班主任将物

理空间上的班级建设为有机构、 有职能、 有责

任、 有各部分之间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的班集

体的能力， 要求管理班级、 建设班集体、 规划

班级发展、 组织与实施活动等； 具体表现为与

学生共同树立班集体奋斗目标， 组建正式的职

权机构与非正式的角色结构， 建立形式化的行

为规范与非形式的班级舆论、 风气， 进行班级

物理环境与心理环境的建设。 其三， 教育沟通

与协调能力是小学班主任展开班级中的人际互

动与整合家庭、 学校、 社会等班级教育力量的

重要能力， 包括沟通教育信息的能力、 协调教

育关系的能力、 调动教育资源的能力与人文关

怀的能力； 具体表现为小学班主任在与学生互

动时要遵循相互尊重、 情感交融、 自由选择、
参与体验的基本准则； 在与任课教师沟通合作

时要统一思想认识， 明确共同的教育目标与各

自的职责范围， 基于各学科的教学情况协调任

课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 积极争取任课教师

参加班级活动， 促进师生交流， 培养师生感

情， 发挥任课教师集体的教育作用； 在与家长

联系合作时尊重和平等对待所有家长， 运用

“三明治法则” 进行沟通， 帮助其树立正确的

育人观， 提高教育的艺术， 并教育学生要尊重

家长。

三、 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

模型的认同度

为了检验本研究所建构的小学班主任核心

素养模型的适切性， 也为了检验小学教育师范

生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认识程度， 进而探

究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培养问题， 本研究调

查了小学教育师范生对于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

的认同程度。 首先， 基于上述小学班主任核心

素养模型中 ２８ 个要点词语， 编制了 《小学班主

任核心素养认同度的调查问卷》， 认同程度采用

李克特 ５ 点计分法， １ 表示非常不认同， ５ 表示

非常认同， 得分越高表示其对小学班主任核心

素养的认同度越高。 而后， 以江苏省 Ｓ 师范院

校中已学习了班主任工作相关课程的小学教育

师范生为调查对象， 以问卷星平台发放问卷 ２３６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３１ 份， 问卷有效回收率

９７. ９％。 最后，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４. ０ 对问卷数据进行

统计， 先通过描述性统计考察师范生对小学班

主任 ８ 项核心素养及 ２８ 个要点的认同程度； 接

着通过相关分析考察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 ８ 项

核心素养认同度的相关关系。
（一）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各要素的认

同度

小学教育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

型各要素认同度的平均值结果和标准差结果如

表 ４ 和图 ２ 所示。
依据各要素得分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分析结

果， 小学教育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 ８ 项素养和

２８ 个要点认同度的平均值皆大于 ４. ５， 标准差

皆小于 ０. ７５， 这说明小学教育师范生对本研究

建构的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的认同度总体

较高且较为集中， 具有全体一致性。 相比较而

言， 师范生对为人师表、 关爱学生两项素养的

认同度较高， 而对教育信念、 专业发展能力、
教育沟通与协调能力的认同度相对偏低。 进一

步剖析具体要点的认同程度， 师范生更为认同

的是品行端正、 尊重学生、 以身作则、 遵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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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 ２８ 个要点的认同度

要点 平均值 标准差 要点 平均值 标准差

１. １ 遵纪守法 ４. ７７ ０. ５１２ ５. ４ 教育创新能力 ４. ５５ ０. ５９４

１. ２ 品行端正 ４. ９２ ０. ２９１ ６. １ 学生学习指导能力 ４. ６６ ０. ４８４

１. ３ 以身作则 ４. ８３ ０. ３９１ ６. ２ 学生个性化指导能力 ４. ５８ ０. ５３７

２. １ 热爱教育事业 ４. ６３ ０. ５５９ ６. ３ 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能力 ４. ６８ ０. ５３７

２. ２ 拥有教育理想 ４. ５４ ０. ６２４ ６. ４ 学生价值观教育能力 ４. ７２ ０. ４９５

３. １ 热爱学生 ４. ７３ ０. ５１０ ６. ５ 评价学生的能力 ４. ５５ ０. ５４８

３. ２ 尊重学生 ４. ８６ ０. ３７０ ７. １ 班级管理能力 ４. ６５ ０. ４８９

３. ３ 关心学生 ４. ７３ ０. ４７５ ７. ２ 班集体建设能力 ４. ６０ ０. ５５０

３. ４ 理解学生 ４. ７２ ０. ４７０ ７. ３ 班级发展规划能力 ４. ５９ ０. ５４３

４. １ 教学能力 ４. ６９ ０. ４７２ ７. ４ 组织与实施活动能力 ４. ５９ ０. ５５１

４. ２ 教育实践智慧 ４. ５４ ０. ５９５ ８. １ 沟通教育信息的能力 ４. ６３ ０. ５７５

５. １ 终身学习力 ４. ６５ ０. ５１２ ８. ２ 协调教育关系的能力 ４. ６１ ０. ５５４

５. ２ 实践反思能力 ４. ６８ ０. ５１９ ８. ３ 调动教育资源的能力 ４. ５０ ０. ５９６

５. ３ 教育研究能力 ４. ４８ ０. ６３１ ８. ４ 人文关怀的能力 ４. ６２ ０. ５９２

图 ２　 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 ８ 项核心素养的认同度

法、 热爱学生、 关心学生、 理解学生、 学生价

值观教育能力， 这说明师范生认为个人修养和

以生为本价值观对于小学班主任来说尤为重要，
凸显了人格品质在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中

的奠基作用， 也说明了当前小学教育师范生已

初步具备了任职小学班主任的情感前提； 认同

度较低的是教育创新能力、 评价学生的能力、
拥有教育理想、 教育实践智慧、 调动教育资源

的能力、 教育研究能力， 这说明部分师范生对

于自身专业发展所需能力的认识程度尚显不足，

尚未意识到这些能力对其未来班主任专业发展

和在复杂教育环境下游刃有余地应对问题的重

要价值， 对教育理想、 教育研究与创新能力的

轻视势必阻碍其未来进一步成为优秀班主任乃

至教育家型班主任。
（二）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模型各要素认同

度的关联性

采用相关分析法， 检验小学教育师范生对

小学班主任 ８ 项核心素养认同度之间的影响关

系，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 ５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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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小学班主任 ８ 项核心素养认同度的相关结果

１． 为人师表 ２． 教育信念 ３． 关爱学生 ４． 教育教学 ５． 专业发展
６． 指导学

生发展

７． 组织

与管理

８． 沟通

与协调

必备品格

１． 为人师表 １

２． 教育信念 ０. ４４０∗∗ １

３． 关爱学生 ０. ３５２∗∗ ０. ６６７∗∗ １. ０００

基本能力

４． 教育教学 ０. ２８７∗∗ ０. ６０９∗∗ ０. ５０８∗∗ １. ０００

５． 专业发展 ０. ３００∗∗ ０. ６３８∗∗ ０. ５５８∗∗ ０. ７４３∗∗ １. ０００

关键能力

６． 指 导 学

生发展
０. ４２６∗∗ ０. ６３５∗∗ ０. ６８３∗∗ ０. ６２９∗∗ ０. ７６４∗∗ １. ０００

７． 班集体

组织与管理
０. ３７２∗∗ ０. ６３４∗∗ ０. ５２３∗∗ ０. ６６２∗∗ ０. ７０４∗∗ ０. ７７９∗∗ １. ０００

８． 教 育 沟

通与协调
０. ３４６∗∗ ０. ５９４∗∗ ０. ５７３∗∗ ０. ６８８∗∗ ０. ７３４∗∗ ０. ８０８∗∗ ０. ７８６∗∗ １. ０００

注： ∗∗表明在 ０. ０１ 水平上相关显著 （双侧）； ∗表明在 ０. ０５ 水平上相关显著 （双侧）。

结果表明， 小学教育师范生对小学班主任 ８
项核心素养的认同度之间皆存在显著的正向相

关关系， 这说明本研究建构的小学班主任核心

素养模型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 师范生认同

其中一项素养会提升其对其他素养的认同程度，
进而对此素养模型的认同度就越高。 在班主任

的必备品格中， 教育信念与其他两项素养的关

系更为紧密， 此外， 关爱学生与关键能力中指

导学生发展的相关性最高； 在班主任的基本能

力中， 教育教学与专业发展之间存在最为紧密

的关系； 在班主任的关键能力中， 教育沟通与

协调和其他两项素养的关系更为紧密。 由此可

见， 教育信念、 教育沟通与协调、 指导学生发

展的认同度对于班主任核心素养整体认同度的

影响更大， 应成为师范生的班主任核心素养的

培养重点。

四、 讨论与建议

结合上述分析与研究成果， 针对小学班主

任核心素养的建构与培养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一） 匹配与超越小学生核心素养， 实现班

主任品格与能力的相互融合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 对于

小学班主任的专业要求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但

不变的是小学班主任始终以促进小学生全面发

展为己任。 如今，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已成为

基础教育追求的终极目标， 这就需要确立与学

生核心素养相契合的班主任核心素养。 学生核

心素养强调其具备灵活运用知识与能力解决学

习、 生活和工作中各种问题的关键能力和必备

品格， 与之相匹配的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也应

关注班主任品格与能力的融合， 能力的发展需

要品格的引领， 品格的渗透体现在能力的运用。
并且， 值得强调的是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还应

超越小学生核心素养， 这才能真正发挥班主任

促进学生发展的支持与引领作用。 要促进学生

发展核心素养， 既需要班主任精湛的教育教学

能力、 指导学生发展能力与建设班集体能力的

直接促进作用， 又需要班主任坚定的教育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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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学生、 为人师表的间接引领作用。 要始终

保持这样的指导与引领作用， 班主任还需要具

备终身学习、 实践反思与科研创新的专业发展

素养， 拥有在复杂环境下不断提升自我的动力

与能力， 以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
同时，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绝不是班主任一个

人的事情， 这样一个整体工程需要班主任具备

沟通与协调能力， 整合各方教育力量， 共同实

现育人目标。
（二） 遵循班主任专业发展路径， 实现

“合格→优秀→卓越” 的升级

正如叶澜教授所说的那样， 享受双重生命

成长是教师职业的独特幸福。 小学班主任核心

素养的发展不仅是为了促进小学生的全面发展、
健康成长， 也为了使每一位班主任在自身的教

育实践中自觉发展、 走向卓越， 实现班主任专

业化。 当前， 学术界对于班主任专业化的标准

虽有人格本位和技术主导两种观点， 但都十分

强调班主任专业发展的规律性是班主任专业化

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大准则〔２９〕。 因此， 小学班

主任核心素养的建构应运用系统观与整体观，
遵循班主任的成长规律与专业发展路径〔３０〕。 首

先， 思考以师范生和新手教师为代表的准班主

任群体所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 旨在为即将成

为班主任做好准备。 其次， 思考从准班主任升

级为合格的小学班主任所需要提升与拓展的核

心素养， 旨在成为优秀的小学教师， 为胜任小

学班主任这一岗位奠定基础。 再次， 思考从合

格的小学班主任升级为优秀的小学班主任还需

要具备的核心素养， 优秀班主任的素养较之优

秀教师的素养， 其特殊性就体现在较强的学生

发展指导能力与班集体建设能力。 最后， 思考

从优秀的小学班主任进一步升级为卓越的小学

班主任， 努力的方向又在哪里， 这时教育家情

怀与终身学习力可以提供了一定的思路。 这样

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本质才有可能真正被揭

示， 从而才有培养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可能

性， 帮助每一位班主任成为更好的自己， 享受

自身成长之乐。

（三） 培养师范生的班主任核心素养， 实现

教师教育的职前职后融通

班主任核心素养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既需要自身内在成长机制的支撑， 也需要外部

力量的持续推动。 近些年， 对于小学班主任的

培训与竞赛活动屡见不鲜， 这对于青年班主任

学习与发展班主任核心素养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当前对于师范生这一准班主任群体的关注度

却非常不足， 职前与职后的脱节将阻碍班主任

群体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 师范生对于班主任

核心素养怀抱较高的认同感， 将直接影响其教

育信念的发展与班主任相关知能的学习。 在上

述小学教育师范生对于小学班主任核心素养认

同度的调查中也发现， 大部分师范生已经树立

了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观念， 更加关注班主任

为人师表与关爱学生的内在品格， 但却忽视了

班主任的能力发展应当与品格发展并行， 只有

理念与行动结合才有可能胜任小学班主任这一

重要岗位。 尤为遗憾的是仍有相当一部分师范

生并未意识到教育信念、 专业发展能力和教育

沟通与协调能力在班主任专业发展中将会起到

的重要作用， 这不免让人担心缺乏信念指引和

能力支撑的师范生， 能否在未来走上班主任岗

位后朝着优秀乃至卓越的班主任而不断地努力。
其次， 师范院校可以参考本研究建构的小学班

主任核心素养模型和师范生认同度的调查结果，
有针对性地进行师范生培养方案的修订与课程

教学的改革， 重视师范生对于班主任角色和职

责的认识， 有意识地培养师范生的班主任核心

素养， 尤其关注其教育信念的生成与班主任专

业能力的提升， 实现教师教育的职前职后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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