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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班级日志里的成长
班级，是校园里最基础的育人阵地。近年来，多地学校采用班级日志的

形式，由全班学生轮流记录校园里的大事小情，发挥学生在班级管理中的自
主作用。

日志里，有纯真友谊、欢笑汗水，也有学生心声、梦想期盼，成为整个班级
的专属记忆，也是每个学生的“心灵树洞”。字里行间，记载了学生的哪些思
考？对教师有什么启发？如何探索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育人方式？带着这
些问题，记者采访多所学校，了解班级日志里的育人故事。

“朋友们，高中生活就像考
试周吃到的蛋糕，有苦也有甜。”
看到自己曾经给班级日志写下
的评语，上海中学高三班主任陈
思感慨良多。

为了快速适应班主任角色，
刚入职时，陈思决定用师生轮流
写日志的方式，走进学生的内
心，“阅读每天更新的日志，就
像开盲盒一样充满惊喜”。日志
篇幅有长有短，文字风格因人而
异，还常常出现连载漫画、打油
诗和各种“歌词”“段子”。

日志记录着同学间的互动
——“嘿，我发现咱们班有一位
隐藏的歌神！”这行简短却充满
惊喜的推荐语，让原本内向的小
韩同学迎来了自己的闪耀时刻，
不久后小韩站上了学校艺术节
的舞台，大展音乐风采。

日志见证了学生的成长
——“大家要意识到自修时间对
于高三同学的重要性，每个人都

应自觉维护这片宁静。”纪律委
员写下的班级建议旁，留下了不
同字迹的“附议”“+1”。在集体
生活中，青涩少年渐渐学会了倾
听沟通、自我反省，在相互尊重
中主动解决问题。

如何调动学生兴趣，让他们
爱写、想写，避免撰写班级日志
成为“不讨喜的任务”？打开陕
西西安市高新一中初级中学
2027届A5班的班级日志，记者
找到了答案。

升入初中仅一个学期，班
级日志就攒下了厚厚一沓。班
级热搜、任务清单、家长寄语
……丰富的栏目板块、多彩的
设计和富有创意的绘画图案，
把班级日志装点得精致美观。
班主任马文佳给予同学们充分
的自主空间，让他们发挥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

“今天的小红花送给李星
潼，每天她都认真统计作业收发

情况，尽职尽责”“感谢李星潼
对班级的默默奉献，我们应该向
她学习”。接连几天，李星潼都
登上了班级日志中“送你一朵小
红花”板块。

在家长寄语栏，李星潼的妈
妈写下留言，“每个孩子都是一
颗独特的星星，大家互相照亮，
共同组成A5这个充满爱与温馨
的大家庭。”看到孩子的变化与
成长，家长心里暖暖的。班级日
志不仅是师生间沟通的桥梁，也
是连接家长与学校的纽带。

自2009年起，西安市高新
一中初级中学鼓励各班采用班
级日志形式，构建师生双向互动
的良性循环，为同学们创造展示
自我、反映心声的机会。“我们用
好班级日志这个治班‘锦囊’，读
懂日志中反映的学生思想状态、
内心需求等，及时调整教育方
式，呵护学生成长。”学校七年级
德育主任郝婷婷说。

是治班“锦囊”，也是师生、家校沟通的桥梁
今天晚餐时间，我们迎来了期待已久的本月生日会。同学们在生日歌声中为本月的“小寿星”们切

蛋糕，用相机记录下一个个愉快的瞬间。
晚上，老师还发布了周测验和默写成绩。互相勉励、解答疑惑，已成为同学们学习生活中的日常习

惯。冬日里，我们彼此温暖，携手向前！
——摘自上海中学2306班日志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
火对愁眠”“沧海月明珠有泪，蓝
田日暖玉生烟”……江西吉安八
中城北校区小学部的课堂上，老
师飞一个“月”字，六年级（8）班
的同学立刻开始了一场热烈的
古诗飞花令。看到同学们个个
跃跃欲试，语文教师曾长龙露出
欣慰的笑容。

几天前，值日班长在班级日
志上写到上课时的一个细节：部
分同学感觉授课方式比较枯燥，
容易打瞌睡。当天的主题班会
上，曾长龙和同学们充分交流，
决定推出成语接龙、飞花令等趣
味学习活动，提高同学们的学习
积极性。

班级日志成为教师教学的参
考，教学相长的平台，教师得以了
解教学成效，调整策略。这些年，
吉安八中城北校区小学部在四到

六年级推行班级日志，上课状态、
学习习惯、听课效果等学情，都在
不经意间被记录下来。

“从日志中可以了解到学生
对课堂、对老师的评价，从而激发
教师创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
量。”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师发
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常淑芳建议，
可在班级日志中设立课程教学反
馈意见等内容，让学生全面反映
学习和成长心声，促进学校强化
授课管理等。

帮助任课教师完善教育教
学方法的同时，班级日志也能培
养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的能
力。学生既是班级日志的第一
作者，也是第一读者，在接力执
笔、传阅分析的过程中可以发现
身边的榜样，提升学习动力。

浙江宁波东海实验学校704
班的班级日志里，有值日班长记

录的各科作业进度，也有同学们
写下的学习心得、学习难点。课
间，常见孩子们一起翻阅日志，分
享学习的酸甜苦辣。“班级日志记
录了我们每日情况，也让我看到
了身边的榜样，对我的学习起到
了督促作用。”学生李语涵说。

采访中，不少教师告诉记
者，班级日志激活了学生的写作
兴趣。在广东中山市实验中学，
语文教师陆文芳结合新课改理
念，巧用班级日志提升学生写作
素养。

“写作须植根生活。我引导
学生用心观察周边平凡的人与
事，寻找情感的触发点，记录下
有意义的见闻。班级日志里，

‘走’出一篇又一篇让人刮目相
看的好文章。”陆文芳说，素材就
在身边，常写常练，写作时便能
信手拈来。

是教师教学的参考，也是教学相长的平台
今天早上第一节课，有同学打瞌睡。还好老师“火眼金睛”，及时提醒大家。
下午的课堂上，老师讲解了练习题。看到有同学积极性不高，就调整策略，开展成语接龙游戏，给我

们提神醒脑。咱班同学果然是爱玩的，不一会儿，大家个个精神饱满。后半节课，大家都专心致志、认真
听课。

——摘自江西吉安八中城北校区小学部六年级（8）班日志

“你打算如何度过大学时光？希
望得到老师哪些方面的指导？毕业后
想成为怎样的人？”2018年秋季学期开
学，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1801班班主
任黄修志发给每名学生一张问卷。

有学生一入学就决心考研考编，早
早为大学四年制定学习规划；有学生对
未来暂时迷茫，抱着得过且过的态度随
波逐流；还有学生写道，“希望黄老师成
为我的朋友。”

“相比于应试，充实而有意义的大
学生活还可以有更多追求，比如阅读、
思考、自我成长、探索世界。”黄修志觉
得，“应该用一种办法，唤醒学生对成长
的渴求，在四年或未来更长的时间里舒
展自我。”

记录日志的想法出现了。黄修志和
42名学生一起每月轮流撰写班级日志，
记录班里的主要事件，也记录学习体会、
阅读思考和成长经历。

学生常佳珍是第一名记录人。“一
开始，从师生见面会写到开学第一课，
零零散散写了几千字，但怎么看都像
流水账。后来与老师交流，我慢慢体
会到，不要强求‘怎么写’，更应关注真
诚的表达，写作是唤醒自己的心灵世
界，是‘创作自己’。”

来自青海的冶成鑫读到老师推荐
的书籍《秦腔》后，感受到文学带来的奇

妙体验，他写道：“我一头钻进了小说里
的清风街，触摸到秦川大地上人们的喜
怒哀乐和热情蓬勃的生命力……”

来自吉林的赵婉婷在小镇长大，
到县城读高中时，才第一次见到“宽
敞的大会议室”。她写下：“对于家
乡，我的情感一直很复杂。我想走，
想飞，想离开，想去更远的地方，但我
终究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想要回到
哪里。”看到这些，黄修志送给她一本
《回归故里》。书的扉页上写着：“回
归故里，并非回到原来的地方，而是
重新认识自己。”

这是一场有关成长的鲜活体验。
翻阅班级日志，里面有青春的悸动、成
长的困惑、为梦想的努力，笔触真诚，
安静而有力。

2024年，毕业两年后，这本49万
字的班级日志《班史：一个大学班级的
日常生活》结集出版。黄修志是最后
一篇日志的执笔者。结尾处，他写了
一个梦：“在山间草木和田间乡野中，
自己成为一条河流。”校园里的互相陪
伴已经结束，每个人都是流向远方的
河流。

如今，写班级日志的传统在鲁东
大学人文学院继续延续。一笔一画
间，学生们书写出青春最美的样子。

据《人民日报》

4年49万字，一部师生共同书写的青春日志
入冬时节，我们乘坐大巴车前往昆嵛山开展创作实践。循着水声一路向

上攀登，来到一个小水库。正午的阳光洒在水面上，温暖得让人睁不开眼睛。
徜徉山水间，有人赞叹层林尽染的景色，静静伫立，与千年古树对话；有人于潺
潺流水中体悟“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胸襟与气度……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
受、有不同的收获。青春之美，在此刻得以彰显。

——摘自鲁东大学汉语言文学1801班日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