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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众所周知，数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会遇到难题和困境。这时需要一种方法或思想去指导我们解决困难，

从而得到正确的观点与结论，数学思想正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管理学生亦是如此。数学正是一门应用

极其广泛的学科，数学思想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地向许多领域渗透。受此启发，我们尝试将数学思想灵活

运用到班级管理中，以此来提高班级管理的效果，为教师管理学生及班级提供新的启发和感悟，从而促

进学生全面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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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we all know, mathematics knowledge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will encounter problems and dif-
ficulties. At this time, we need a method or thought to guide us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so as to get 
the right point of view and conclusion. Mathematics is a very wide range of applications of the dis-
cipline, and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al thinking is more and more widespread in many fields 
infiltration. Inspired by this, we try to apply mathematics thought to class management flexibly, so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2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24
https://www.hanspub.org/


王雪 
 

 

DOI: 10.12677/ces.2024.124224 361 创新教育研究 
 

as to improve the effect of class management, and provide new inspiration and understanding for 
teachers to manage students and clas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overall and harmonious develop-
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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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班级是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基层单位，是学生增长智力、增强体质以及思想、行为素质的形成和发

展的主要场所。班级管理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生的发展方向和规格[1]。班级管理状况良好的班级，

学生学习主动性强、氛围活跃、情感交流融洽、人际关系和谐，能够有效地促进学生成长成才。而班级

管理不善的班级，则会造成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人际关系不和谐、班级纪律松散等诸多问题，严重影

响班级的正常运作和学生的发展。同时，学校教育功能的发挥也主要通过班级来实现，因此，班级管理

工作处于学校管理的核心地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2]。因此作为教师，应充分重视班级管理的重要性，

运用一定的教育智慧来管理班级，促进班级不断向好、向上发展。 
数学思想是指人们对数学理论和内容的本质的认识，是从某些具体的数学内容和对数学的认识中提

炼出的数学观点[3]。是数学知识的内化、数学思维的升华，是数学科学发生、发展的根本[4]。它在认识

活动中可以被反复运用，带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人们学习数学和用数学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是对数

学规律的理性认识[5]。数学中常用的数学思想有建模思想、数形结合思想、化归与转化思想、归纳推理

思想、分类讨论思想、类比思想、整体思想等等。 
数学思想的应用范围很广，不仅可以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作为教育者也可以把数学思想应用到教

育中，进而对自身管理学生和班级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意义。本文主要谈谈“整体思想”“分类讨论思

想”“归纳推理思想”“类比思想”是如何在班级管理中进行应用的，从而给教育者进行班级管理带来

感悟和启发。 

2. “整体思想”应用于班级管理 

整体思想是数学思考逻辑中的一种。数学整体思想是指从整体上考虑题目中的数量关系及性质的方

法[6]。通过采纳整体性或结构化的分析方法，本研究运用全面的视角探讨问题的根本特性。此方法不仅

审视问题的整体构成，而且对各个条件进行综合和分析，以揭示它们在问题中的相互关系和作用。采用

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式，有助于在观察自然现象时，更深入地理解其全面貌，从而更准确地进行判断和

思考。将整体思想应用到班级管理，有以下两点应用。 

2.1. 把学生看成一个整体 

2.1.1. 内涵 
把学生看成一个整体，即不能只重视学生的智力发展，强调分数，而是要把学生作为一个丰富的鲜

活生命体，重视和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五育的共同发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人。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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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发展学说提出：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丰富多样，涵盖了体力、智力、思想道德等各个方面；体现了

个体在多个社会领域的才能发挥和创造性贡献；同时，也意味着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个体能够自由地发

展个性，并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在马克思主义框架下，理论界对人的全面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应

从完整性、自由发展和充分发展三个维度来把握。所谓完整性，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关系的丰富性和各个

方面的协调发展。 
当前教育体系过于侧重于让学生长时间沉浸于书本知识，这种做法限制了学生全面发展的空间。学

生们所掌握的知识往往过于抽象且僵化，各知识点之间缺乏有效联系；他们的时间被密集安排，学习活

动往往被实用性所驱使，统一化的管理和评价机制削弱了学生的自我发展能力，同时也减少了他们探索

个人爱好和才华的机会。这种教育模式使学生们难以感受到生命的活力和成长的快乐，他们对世界和自

我认知的角度也因此变得片面和孤立。因此，我们必须放弃那种只关注成绩或只注重智力教育的狭隘观

念，将学生视为一个复杂的个体，一个需要在各个方面全面成长的个体，从而推动他们在各个方面实现

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2.1.2. 措施 
(1) 树立科学的学生观 
我们不能将学生简化为仅仅是追求高分和名校的容器。教育应当从一个全方位的角度审视学生，不

能只关注他们的单一维度，而应该认识到他们多角度、多层次的丰富性。每个学生都拥有其独特的宇宙，

教育工作者需要全面关注他们的发展，确保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的和谐共进。非智力因素的培育不仅

能够增强智力因素的发展，反之亦然。道德是需要靠智力去选择与判断的，也需要知识的引导[7]。 
(2) 正确处理五育之间的关系 
“德智体美劳”五育是紧密联系的辩证统一体，需要统筹兼顾、共同推进。只有通过“五育互育”

实现五育的整合与融合，才能涌现“五个一相加大于五”的整体成效，高效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因此，

五育仅仅“并重”还不够，还要注意各育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要通过系统思考、整体设计，实施“五

育互育”，这样才能形成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方法[8]，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学生的整体

发展和进步。 
(3) 运用恰当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 
① 在评价标准方面，破除“唯分数”的误区。“唯分数”本质上不是教育内在的需要，教育不希望

也不需要“唯分数”，它是外在的需要，是满足公众对客观性、公平性想象的需要[9]。“唯分数”是对

学生发展的片面评价，是教育中功利性的行为。因此要破除唯分数评价，让教育回归本位，转而真正关

注学生成长与发展，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多元评价体系[10]。 
② 评价方法方面，我们应当实施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以确保每位学生都能获得成长与发展的机会。

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估，同时注重对学习过程的评价，推崇动态和灵活的评价体系。我们不盲目追求评价

标准的统一，而是提倡从多角度全面评估学生，这包括学业成绩以外的创新思维、实践技能、道德素养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实行激励性、过程性评价，评价内容、评价方式、评价标准、评价主体都可

以多元，促进每位学生个性得以不同发展[7]。 

2.2. 把班级看作一个整体 

2.2.1. 内涵 
班级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更是他们成长和发展的重要环境。在马卡连柯的集体教育理念中，强

调了通过集体主义来进行教育，提倡以集体为重心的教育模式，并重视个体在集体中的角色和作用。他

认为班集体和学生具有非常强大的相互影响力，通过学生可以促进班集体的整体进步，同时也因为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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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进步反过来正向影响班级每个学生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班级的凝聚力，成为一个坚不可

摧的整体。同时让学生获得了对班级的归属感，促进班级学生的友好关系，让每个学生能在班级里找到

温暖和归属，从而帮助学生形成了良好的学习氛围，互帮互助、共同成长的亲密关系。促进团体正向积

极、团结向上，真正成为一个极具凝聚力和团体精神的强大班集体。 
因此，教师在进行班级管理时，不但要注重对班级里的每个学生进行管理，更要看到班级作为一个

整体对于学生成长的影响力。把班级看作一个具有强大凝聚力的整体，营造班级体良好的学习氛围，增

进班级学生的亲密关系，帮助学生树立团体精神，对班级中学生的学习和进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2.2.2. 措施 
(1) 设计恰当的管理目标 
为了引导班级持续进步，明确的目标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核心。组织目标的设定决定了成员间的

协作方式和行为模式。在制定目标时，需要遵循学生素质发展的规律和年龄特性，并结合学校和班级的

具体情况，确保目标既有现实基础又具有前瞻性，同时能起到引导作用且具备实现的可能性。制定管理

目标应满足三个关键要求：首先，目标应当明确，以便所有学生都能理解并确保其可操作性；其次，目

标应当合理，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以保证其执行力度；最后，教师和学生之间应就目标达成共识，形成

班级大多数学生的共同愿景。 
(2) 制定合理的管理内容 
管理内容设计旨在实现班级管理目标，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 
① 在思想和行为素质的培养上，重点是深化爱国主义情怀、公民道德建设以及基础的社会知识教育，

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必需知识、初级政治理论以及基本法律意识。同时，引导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精神，自

觉地遵守法律法规，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和劳动意识，培养学生适应其年龄阶段的适当劳动技能。 
② 在学习素质的培养上，首先，学生应明确学习的根本宗旨，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这包括意识到

学习不仅仅是为了个人的成长，还关系到集体荣誉。其次，学生需优化学习策略，增强学习效率。另外，

学生在明确的合作与个人责任的学习目标引领下，应保持积极向上的学习心态，通过个人努力和小组成

员间的互帮互助相结合的方式，有效掌握知识，巩固所学，进而提高学业成绩。最后，在学习过程中，

强化学生个人学习的自主性与责任感，引导学生学习合作学习的相关技能，具备合作学习意识和良好的

合作学习习惯，为学生以后的学习奠定良好的基础[1]。 
(3) 构建合作型的人际关系 
班主任要以加强班集体的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为目标，以创设“团结、互赖、互助、合作、友

爱”的学习氛围、增强学生的主人翁责任感为核心，形成“相互合作、团结实干、携手进步、争优创先”

的良好班风；实行民主化、平等化、自动化管理，构建“相互协调、互相合作、相互监督、共同提高”

的合作型班级人际关系；班主任要充分挖掘和利用其他管理者(任课教师、政教处、教务处、团委、少先

队等)和学生中蕴藏的巨大人力资源，培养、锻炼、提高学生的社交技能；组建启发、引导、多边合作、

互助、互动的小组活动体系。以教师诚挚的信任、学生之间真诚的团结互助，使学生产生归属感，强化

学生的自尊心，提高其自信心，激发其兴趣，内化其思想行为[1]。 

3. “分类讨论思想”应用于班级管理 

分类讨论思想方法是根据数学对象本质属性的不同特征，将数学对象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种类的子问

题加以研究，并采用分类讨论的思想方法解决问题的一种数学逻辑思想方法[11]。 
分类的根本目的是便于研究事物的属性，揭示事物之间的规律性和内在联系[12]。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24


王雪 
 

 

DOI: 10.12677/ces.2024.124224 364 创新教育研究 
 

3.1. 纵向分类 

根据学习成绩进行划分，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成绩好的，第二类是中等的，第三类是学习后进生。 

3.1.1. 启发优等生 
针对第一类学生，我们应当借助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他们进行适度引导，并为他们创造广阔的

发展空间和充裕的机遇，以充分挖掘和提升他们的潜能。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扮演的不仅是学科教师

的角色，更是学生技能和性格塑造的引导者。 

3.1.2. 激励中等生 
针对中等生群体，他们或许不像优秀学生那样有较高的自我驱动力，但已显著优于成绩不佳的学生。

针对这一群体，我们主张通过建立有效的班级规章制度来引导和激励他们，助力其学业成绩的迅速提升。

中等生是班级的中坚力量，班级的整体表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表现。因此，作为班主任，我们需

要紧紧抓住这一群体，精心设计并实施一套富有人性化的班级规则，同时自身也要积极融入学生群体中，

以身作则，实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比单纯依赖规章制度更为重要。

这样，我们就能让学生感受到老师的关怀和教诲是出于对他们的关爱。当然，一旦制定了规则，就必须

公平公正地执行，没有人可以享有特权，包括班主任在内。通过鼓励中等生积极参与班级活动，我们将

能够推动班级充满活力地发展。 

3.1.3. 严管后进生 
针对学习上存在困难的学生，他们通常面临着自我管理能力的挑战。这类学生往往成为班主任工作

中的一大难题，尤其是那些个别的案例，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对整个班级的管理带来不小的影响。解决这

一问题的有效方法之一是实施密切监督策略，选拔一些学习态度认真、表现优异的学生，对他们进行持

续的观察和指导，确保他们的行为和学习进步得到适当的关注。这种方法可以在与这些学生沟通时，使

教师保持主动地位。同时，我们必须致力于成为这些学生的性格导师，深入了解他们学习困难的多方面

原因。此外，与家长的沟通至关重要，以便获得他们的配合和支持，共同帮助这些学生发展成为有益于

社会的成员。 

3.2. 横向分类 

班级是一个整体，班级中的学生之间既存在共性，也存在独特的个性和专长。根据班集体及学生发

展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个人专长，更有利于共建一个和谐、美丽而又独具特色的班集体形象。所以

根据兴趣和特长进行分类，分为四类，具体为美术类、音乐类、体育类和研究类。 

3.2.1. 美术类 
美术类学生指具有画画、手工等方面的兴趣和特长的人。例如，美术类学生可以带动其他同学共同

完成班级墙壁文化设计，如板报，这样既可以实现班级墙壁文化根据学生自己的想法来设计，充分体现

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又在学生的共同参与过程中，促进了其他学生对美术知识和活动方面的了解和

参与。 

3.2.2. 音乐类 
音乐类学生指具有唱歌、乐器等方面的兴趣和特长的人。在学生课余时间或特殊节日，教师可以组

织音乐类学生进行适当的音乐展示，为大家展现音乐方面的魅力，这样做的目的是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

愉悦身心，感受音乐的魅力，起到美育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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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体育类 
体育类学生指具有各种运动兴趣和特长的人。体育类的学生可以带动起其他学生对运动的热爱，引

领大家共同增强体质，丰富课余生活、愉悦身心。同时也可以定时开展一些班级运动小游戏、班级小运

动会等方式，激发学生运动的热情，提升免疫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2.4. 研究类 
研究类学生指喜欢研究、热爱学习，具有理性思维、擅长思考等方面的优势的学生。在学习方面，

可以划分学习小组，让学习类学生作为小组组长或重要组员，带动小组其他同学一起学习、一起探讨，

互帮互助，促进各小组智育方面的共同进步。 
将班级按照学生的兴趣和特长进行分类，既可以更好地发挥学生的优势，增长能力，又可以帮助学

生丰富学习生活，感受班级独特氛围，开阔眼界。同时不仅能通过互帮互助、小组合作学习来促进了对

知识的掌握，还能帮助学生营造良好的人际交往的氛围和机会，合作创新，感受班级文化创造的过程，

共同携手，打造独一无二的良好班级氛围。 
总的来说，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的划分和分类，既可以根据他们的学习成绩来实现分级

管理，提高效率。同时，又可以根据他们的兴趣和专长来划分，在提高成绩的同时，借助兴趣陶冶情操，

互相促进。 

4. “归纳推理思想”应用于班级管理 

归纳推理是命题内涵由小到大的推理，是一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推理。因此，通过归纳推理得到的结

论是或然的。归纳推理包括归纳法、类比法、简单枚举法、数据分析等等。人们借助归纳推理，从经验

过的东西出发推断未曾经验过的东西[13]。归纳推理也是由一系列具体事实概括出一般原理的过程[14]。 

4.1. 内涵 

鉴于个体差异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展现出各异的特质与情感波动。因此，班主任在执行班级管

理任务时，应充分考虑学生的成长阶段和动态特征，实施有针对性的管理与指导。借鉴数学思维，可以

通过精细的观察和深入的分析，推理出学生的性格特征，并从中挖掘共性，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合理的推

断和指导。在这一过程中，班主任应避免主观臆断，而应进行全面且多角度的观察，以确保评价的全面

性和准确性。 
例如，如果班上有学生常常单独行动，班主任可以通过观察其性格和行为模式，逐步描绘出该学生

内向、不擅长与他人交流的特性，这可能会导致同学对其有较差的印象。但在此，班主任需要避免以片

面之见评价学生，而应综合考虑学生的多方面特质，并积极引导学生发掘该同学的优点，以促进同学间

的交流和合作，进而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班级氛围，有效克服学生的社交孤立问题。 

4.2. 措施 

(1) 教师自身发展 
教师加强自身的学习，包括心理学，儿童发展等等方面的知识，增强对学生发展规律及特点的熟练

掌握，更好了解学生。 
(2) 重视谈话交流 
多和学生谈话交流，了解学生学习及学习外的近况，以及遇到的问题和麻烦，及时对学生进行个人

的辅导及疏导，帮助学生解决个人问题。 
(3) 主动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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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谈话交流之外，教师也要注意观察学生，对于尤其不喜欢主动向老师家长求助的学生来说，教师

通过观察，发现他们的困境，并主动提供合适的帮助，是十分重要的。 

5. “类比思想”应用于班级管理 

类比是一种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属合情推理，具有猜想与假设的成分，是一种重要的数学发现方

法[14]。类比思想在数学领域中体现为，通过观察和比较相似的数学实例，我们可以将一个对象所具有的

已知特性推测并应用到另一个对象上，从而揭示后者的特性。这种推理方式基于对已知和未知对象之间

相似性的洞察，促进了对新数学概念的理解和发现。 

5.1. 内涵 

当前，由于社会转型、竞争压力、父母过高期望，以及学生心理调节能力差等原因，使得中小学生

发生心理疾患的人数出现增加趋势[15]。小学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显得愈发重要。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

理论提出，人的每个成长阶段都伴随着特定的矛盾和冲突，但这也意味着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特定的需要。 
婴儿期孩子所处的阶段，具有信任对怀疑的矛盾，同时伴随着被保护、被照顾的心理需要。他们通

常以哭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渴望被满足、被爱护。类比小学阶段的学生亦是如此，小学阶段的学生，具

有勤奋感和自卑感的矛盾。这个阶段的学生希望做教师眼里的好学生，并时常愿意表现出他们的勤奋来

获得表扬，这也恰恰反映了他们的需求，即被关注、被表扬。他们不会像婴儿一样用哭的方式来表达需

要，但他们的需求同样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小学阶段学生的价值观等各方面还未定型，身心发育不成熟，

也极易受到伤害，所以需要教师的正确引导和关怀。班级是学校中负责教育和教学活动的基本单位，为

学生提供了成长为科学文化知识渊博、品德高尚的人才的摇篮，是塑造学生未来的关键环境，应当成为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肥沃土壤。 
作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基本单元和组织者，班主任在班级管理中，若能系统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便能有效促进学生健全个性的形成，并携手同学们构建一个团结、奋发、充满活力的班级氛围。这样的

教育实践不仅有助于学生们适应现代社会，而且对他们未来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令他们终身受益。 

5.2. 措施 

(1) 增强教师的自我心理健康的素养和能力 
班主任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学生心理健康的直接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其心理特征对学生成长具有深

远的影响。班主任的核心工作在于塑造学生的人格，其自身的心理健康不仅关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质量，

更关乎学生人格的塑造与养成。正如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所言：“教育工作的根基在于教师的人格，

因为教育力量的唯一源泉便是教师人格的深处。缺乏教师对学生直接的人格影响，真正的教育无法深入

人心，只有人格才能触动并塑造人格。”如果班主任自身缺乏健康心理怎么能培养出心理健康的学生？

如果班主任本身性格多疑怪癖、情绪喜怒无常、对学生赏罚无度、冷漠无情，又怎么能使学生的心态平

衡、情绪正常[16]？因此，班主任应致力于提升个人素质，塑造健全的人格，并努力成为学生的楷模。只

有这样，才能在学生心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质性促进他们人格的健全发展。一个心理健康的班主任

应该是：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有上进心、进取心、同情心、宽容心、忍耐心，有

感受情绪和控制情绪的能力，较强的适应能力和活动能力，拥有和谐的人际关系[17]。 
(2) 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 
① 引导学生恰当认识自己，作出客观的自我评价。为了帮助学生形成准确的自我认知并做出理性的

自我评价，教师可以采用多种方法。另外，教师应当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引导他们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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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自己的特质和能力。在课堂上，教师应当设计活动，为学生提供展示个人才华的机会，并让他们在

成就中感受自信心的提升。 
② 引导学生增强自我控制能力。家长和教师应当指导小学生识别并遵守学习及生活中的基本准则，

以此培育他们的自我约束能力。同时，向学生传授准确的因果分析方法和情绪调控技巧，以增强他们在

情绪管理上的技能。更重要的是，家长和教师应以身作则或采用恰当的奖惩手段，辅导学生学会抵制不

良诱惑，防止过度沉迷于电子游戏和社交媒体等现象。 
(3) 致力于增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涉及学习、人际交往以及日常生活等多个方面。针对学习适应，家长和教师应

当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学习，培养其学习兴趣，树立正确的学业观念，并积极预防厌学和嫉妒等不良心态

的出现。同时，向他们传授有效的学习方法，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帮助他们确立切实可行的学习目标，

合理分配学习时间，确保各项学习任务有序完成。在人际适应方面，我们鼓励学生以诚相待，宽容他人，

建立相互信任和尊重的关系。我们鼓励他们在信任的基础上，积极与教师、家长沟通，以获得良好的社

会支持网络。在生活适应方面，主要是提升小学生的生活自理能力[18]。 

6. 结语 

数学思想，以其严谨的结构和逻辑推理方式，不仅在学术领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也能

渗透到班级管理之中，从而为学生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变革。作为一名教师，掌握并运用数学思想于班级

管理实践中，不仅能够提高工作效率，更能够激励学生运用这种逻辑思维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

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在班级管理中融入数学思想，意味着要运用数据分析和模型构建

等方法，科学地制定和调整班级管理策略。比如，通过对学生学习成绩、行为表现等多维度的数据分析，

来了解学生的学习现状和成长需求，实现个性化教育。同时，还可以运用概率论和统计学原理，预测班

级管理和教育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前做好防范措施。 
更重要的是，数学思想强调的逻辑性和创新性能够帮助教师打破传统管理模式的局限，鼓励学生跳

出思维定势，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意识。在班级管理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运用数学方法去探

索和发现班级运行的规律，通过数学模型的建立和优化，寻求班级管理和学生发展的最佳路径。 
数学思想不仅可以应用于各个学科的学习当中，同时也可以应用到班级管理中来优化学生管理，促

进学生的发展。因此，教师要善于利用数学思想来管理班级，发挥数学思想在教学及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利用好数学思想这一优势，突破思维的局限，大胆创新，共同迈向班级管理优化的新篇章。作为教育工

作者，我们有责任挖掘和运用数学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潜力，不断创新和实践，共同开启班级管理优化

的新篇章，为培养适应时代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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