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精品课程《班级管理》
•这门课程可通过3个方式搜寻并利用。
（1）通过微信搜索“慕课 班级管理 李伟胜”。
（2）下载手机app“中国大学慕课”，

搜索“班级管理”（或“李伟胜”）观看。
——上述两个方式进入之后，都可

在有wifi时下载视频；然后，任何时间都可以观看。
（3）通过电脑上网（www.icourse163.org/）搜索并学习。
本课程的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3472011#/info



深度开发班级的教育功能

——在国际视野中理解中国学校的独特生态

华东师大 李伟胜

hdsdlws@126.com



提纲

一、班级功能需要深度开发
——从国际交流的2个案例谈起

二、民主交往培育独立人格
——以班级生活的3层选择为参照



一、班级功能需要深度开发
——从国际交流的2个案例谈起

（一）学西方，学中国，学什么？

（二）看历史，看现实，看什么？

（三）要上学，要上课，为了谁？



（一）学西方，学中国，学什么？
• 案例：英国试水上海数学课，中国教育逆袭了吗

【在上海15岁学生两次参加PISA测试连续取得全球第一之后】

英国教育部近日宣布，全国约8000所小学将采用亚

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学生学习数学的方法，并为此向这

些学校拨款5400万美元。

据介绍，这项改革涉及全英国约一半小学。

——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7-15/doc-ifxuaqhu0379337.shtml



（一）学西方，学中国，学什么？
• 案例：英国试水上海数学课，中国教育逆袭了吗

英国教育部发言人称，此前测试结果显示，上海15岁学生的

数学水平比英国同龄学生超前三年左右。

“上海式数学课”将对整个班级的孩子进行统一教学，同时

为教师提供培训以适应新模式。过去“以儿童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将被取代，重复练习、板书习题将成为英国小学数学课堂的日

常。

去年，BBC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国式教学》做

了一次中英教育交流实验，在最后考试中“中国方式”胜出。

——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t/2016-07-15/doc-ifxuaqhu0379337.shtml



“中国数学教育秘密”在哪里

1. “相信”与“期望”。
• ……上海学生数学成绩好的首要原因是，上海的老师普遍相信，每个孩子

都能够学好学校所教的基础数学，上海老师和家长对每个孩子都寄予很
高的期望，由此形成了合力。

2. 数学教师的专业性较强。

3. 重视“在职进修”，强调“集体分享”。

4. 中国传统数学教学方法和信念，让学生在玩中学。

5. 小步教学和教学中采用不同变式，让学生从多侧面和多形式
的变化中真正掌握知识的内涵。

6. 对教育中长期规划的重视。
http://sh.qq.com/a/20150120/019827_all.htm#page1



（一）学西方，学中国，学什么？

同学：classmate？
老师：teacher？
学校：school？



思考：美国的classroom，中国的课堂，是一回事吗？













• 对于美国学生来说，教室的桌椅摆放、用品准备、环境布置等，
都和自己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能够自主的，是橱柜（Locker）。

• 那么，美国的教室里，学生能够参与多少？包括在包班式的小
学教室里，情况是怎样的？

• 就现在的考察来看，教室的布置与管理基本上由教师决定；教
师的个性与其他特点直接决定着教室的形态。

• 也许可以说，教室对于教师的个体意义，要远大于对于学生个
体的意义；学生在走进属于教师的教室空间，而不是教师走进
学生的教室空间。

• 而且，美国的学生没有明确的义务要维护教室的卫生与环境布
置，不必擦黑板、扫地和拖地，不必布置“学习园地”，不必
出黑板报等。

李家成：《美国Locker，中国教室》，《班主任之友》，2012（4）



中国的教室，具有美国教室难以具有的功能

• 中国的学校，在为学生创造一个丰富的生活世界；中国的教室，
具有美国教室难以具有的功能——它提供了独特的四大空间，
与美国中小学中的橱柜类似，但其丰富性、复杂性、发展性，
又远远大于它。

（1）提供给学生稳定、安全的物理空间。

（2）提供给学生密切交流、合作的社会空间。

（3）提供给学生

          在群体中吸取资源、健康发展的个性空间。

（4）提供给学生参与丰富的班级生活、自主创造日常生活的发展
空间。

李家成：《美国Locker，中国教室》，《班主任之友》，2012（4）

也许，美国学生缺的
不仅是一个“稳定的教室”，
更是一种“班级生活”，
一种“同伴文化”……



中国的教室，具有美国教室难以具有的功能

• ……中国的“教室”及“班级”也可能成为严密“控制”学生、
强制“管理”学生、片面“孤立”学生的空间。

• 这些消极现象的存在，并不能消解中国“教室”及“班级”所富
有的生命内涵。

• 也许可以说：现在到了重新认识中国的“教室”“班级”所蕴含
的丰富性的时候了，也到了呼唤富有中国智慧、教育智慧的班主
任、教师的时候了！

• 美国中小学的教室与橱柜的空间格局，不仅影响着学生的日常生
活，而且直接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发展。或者可以说：对美国教师
富有个人意义与工作价值的“教室”，也在另一意义上极大限制
了美国教师的专业发展。

李家成：《美国Locker，中国教室》，《班主任之友》，2012（4）

也许，美国教师有了自己的教室，
却没有共同面对的“一群学生”，

共同参与的“一种生活”，
“一种文化”……



（二）看历史，看现实，看什么？
1．班级工具价值的开发（班级教育价值的潜藏）

2．班级教育价值的发现

——班级生活的个体教育价值（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

——班级生活的社会教育价值
·德国：凯兴斯泰纳的“劳作共同体”，利茨的“生活共同体”

·苏联：马卡连科“集体教育理论”

3．班级教育价值的拓展

4．班级教育价值的提升

——李伟胜：从生命实践的角度建构教育理论——班级教育理论研究带来的启示

叶澜主编：《命脉》（“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第四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二）看历史，看现实，看什么？
以北京十一学校为代表的取消班级和班主任的观点与做法得到

了一些教育行政部门和媒体的认可与支持，这一定程度反映出我们
把班主任降格为管理者……，也反映出班级的本体价值没能得到充
分的认可与重视。

……学生游走于不同的学科教室之间，没有固定的生活群体，
很难与他人产生稳定、持久的人际关系。

西方公民从“责任优先”转为“权利优先”，更多关注自己的
权利，而忽视了参与公共生活的义务，造成公共生活的衰落。20世
纪80年代以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的问题和危机越来越严重，人们
对公共生活的冷漠、对公共事务的疏远以及社会公共精神的萎缩和
公共道德的缺失所导致的“无节制的贪婪、无根的心态……”



（二）看历史，看现实，看什么？
一些美国学者已经意识到“走班”模式的缺陷，并开始探索

类似我国“班级”的一群年龄相仿的孩子若干年固定地生活在一
起的组织形式。

……“走班制”其实就是仿效美国的做法，不但没有什么新意
，也表明学校对“班级”的理解仅停留在肤浅的工具价值层面。

如果按照他们的工具性思路走下去，不仅班级可以取消，学
校也终将由于其作为教育组织机构的合法性依据的消解而被社会
教学机构和网络在线教育所替代。学校走班制”的全面推广很可
能成为学校自身的掘墓人。

——张鲁川（2016）。高中走班制改革背景下对“班级”本体价值之思考。

《现代教学·思想理论教育》，2016（5B）。



海外见闻：美国中小学是否有班干部？

有人说美国的中小学是没有“班干部”的……
作为正在美国的一线教师——在美国的（公立）小学、初中和高中都有教学
经验的教师，我想说：美国中小学当然有班干部！

先说小学
小学大部分是一个老师教一个班所有的科目。大部分是通过小组合作来进行
课堂活动，老师站在课室前面讲课的时间非常短。
通常，老师一定会设立一些"monitor" (负责人)，负责管理不同的地方。比如
“地板管理员”“图书管理员”“白板管理员”“电脑管理员”“科学管理
员”“小组管理员”（组长）。另外，还有一个叫“班长”的"class 
monitor"，负责大家去操场的时候，让大家排好队。
这些不同的“管理员”，其实就相当于中国的“班干部”。

http://edu.sina.com.cn/ischool/2013-12-22/1215404903.shtml



小学低年级，学生还不怎么懂事，因此，“班干部”一般是老师根据学生
的能力来指定，通常是轮换的，全班每一个人都有当某个"monitor"的机
会。

到了高年级，学生要学习美国历史，学习美国的国家制度了，老师会通过
让学生竞选管理员来选举monitor了。

同时，从四年级开始，学校里面也有学生会了，学生们开始学习怎样选举

自己的学生代表。这些学生代表通常是学生里面比较受欢迎，人际关系好

的同学，跟他们的成绩没神马关系。

(美国的小学通常只有三个成绩，优，良，需要改进；所以，大家谁都不

知道谁的成绩好还是不好。)



到了高年级，学生要学习美国历史，学习美国的国家制度了，老师会通过
让学生竞选管理员来选举monitor了。
同时，从四年级开始，学校里面也有学生会了，学生们开始学习怎样选举

自己的学生代表。……

到了班选举或者学校学生会选举的日子，那些竞选广告铺天盖地，全是学
生们自己设计的，弄得煞有介事，比真的选举还要热闹！而且，老师还给
候选人机会发表演说，接受咨询，提问等等。

费那么大劲，原来只是为了当个“玩具管理员” (Toy monitor)，至于吗？
但是学生们觉得很有趣，很好玩，老师们也觉得通过这类活动能从小培养
学生的公民责任感和社会参与价值观，是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海外见闻：美国中小学是否有班干部？

再说中学
美国的中学从初中开始就没有了“班”的概念，因为学生是选课走班，老师
在不同的课室，等着学生来上课。
然而，虽然没有“班”的概念，但是还存在着“年级”的概念，

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的学校没有的，叫“家房” (Home room)，有的地方
也叫 "辅导课” (Advisory)。
这个东西，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分成几个大组，每一个大组，(或者我们也
可以叫“班”)每天定时有一次聚会，在一个教室里面，由一个老师负责跟他
们讲一些跟该年级有关的东西，比如全年级什么时候照相了，毕业考试什么
时候进行了，学校最近有什么重要的活动，选课什么时候开始了，大家如何
参与了.....等等。另外，全州统考，也是在家房进行的。



再说中学
虽然没有“班”的概念，但是还存在着“年级”的概念，
还有一个东西，是中国的学校没有的，叫“家房” (Home room)，有的地方也
叫 "辅导课” (Advisory)。
这个东西，是同一个年级的学生，分成几个大组，每一个大组，(或者我们也可
以叫“班”)每天定时有一次聚会……

家房不需选举“玩具管理员”之类了，但是，家房要选举“家房学生代表”了。
这个学生代表，要把家房的同学的意见，也就是涉及同一个年级的同学的意见，
代表家房，参加“校长内阁会议”，有点像“国会”那样的东西，在每星期一次
的“校长内阁会议”中，向校长作出报告的。那间课室太热啦，太冷啦，学校的
厕所太臭啦，哪个老师不公平啦....都是每周的例行会议中要说的问题。
美国的中学是由学生跟成人共同管理学校的。



“……型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

反思：更多的（也许是大多数人）尚未清晰区分

“独立型自我”
（Independent Self）

可以画个什么图？



“互依型自我”
（Interdependent Self）

反思：更多的（也许是大多数人）尚未清晰区分

“独立型自我”
（Independent Self）



（三）要上学，要上课，为了谁？

  师生交往

生生交往

个体自主



通过“生生交往”
激发“个体自主”
是最根本的发展机制。
——“发展机制”描述的是

“学生”的成长过程。

  师生交往

生生交往

个体自主

以上述发展机制为基础
开展的师生交往，
才是更合理的教育思路。
——“教育思路”描述的是

“教师”的工作过程。

值得倡导的教育思路：激活民主交往
（关键：促进生生交往）



个体的自主，是发展的基础

I

值得开发的资源：两层激发作用

李伟胜:《班级管理》,华东师大出版社，2020年，第2版
李伟胜:《班主任工作的教育思路》,

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



个体的自主，是发展的基础

• 自主的机制——自组织机制

• 超越封闭的循环，保持适度的开放

• 超越孤独的循环，获得超越的能量

E：个体之间的激发因素

I
E

E



第一层激发作用：
           个体之间相互激发，形成群体 教师干什么？

敞现

辨析

点拨

促成

——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

借力生力



H

H

第二层激发作用：
           群体之间，更高层次的相互激发

H：群体之间的激发因素
教师干什么？

敞现

辨析

点拨

促成

——因势利导

顺势而为

借力生力



二、民主交往培育独立人格
——以班级生活的3层选择为参照

（一）班级生活的3层境界

（二）三个领域的3层选择



（一）班级生活的3层境界

班级发展的3层境界
——从“发展目标”来看

管制型班级

自主型班级

民主型班级

Ø维持秩序，
学习知识技能

Ø自主活动，
 培养综合能力

Ø关注生命，
 培育高尚人格



班级发展的3层境界
——从“交往方式”来看

管制型班级 自主型班级
民主型班级

Ø做事

做别人规定的事 

Ø成事

自主做自己的事

Ø成人

在民主交往中

成高尚的人

（一）班级生活的3层境界



勤奋型班主任

活力型班主任

智慧型班主任

Ø事必躬亲，
  被赞为
“奉献爱心”

Ø放手活动，
 可与学生
 充分交流

Ø善加点拨，
  促进学生
  民主交往

班主任成长的3层阶梯



●聚焦：
同时实现双层目标，也就是
◆让个体更好地参与群体生活，
◆同时群体生活也让个体得以敞现活力。

●选择：
班级生活中本来就有“群体交往方式”；
——现在要做的是实现“高品质的群体交往”

民主型班级的教育思路：激活民主交往



通过“生生交往”
激发“个体自主”
是最根本的发展机制。
——“发展机制”描述的是

“学生”的成长过程。

  师生交往

生生交往

个体自主

以上述发展机制为基础
开展的师生交往，
才是更合理的教育思路。
——“教育思路”描述的是

“教师”的工作过程。

值得倡导的教育思路：激活民主交往
（关键：促进生生交往）



（二）三个领域的3层选择

• 如果把“班级管理”（班主任
工作）的内容分为3个领域，
你会怎样区分？

• 这3个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
班级组织

班级活动

班级文化



1. 共建班级组织

2. 开展班级活动

3. 同创班级文化 共建

班级组织

开展

班级活动

同创

班级文化

（二）三个领域的三层选择



1. 共建班级组织
• 在“共建班级组织”领域，

   我们可以有哪些举措？

——以“管理手机”为例

第一层选择：严格管制
·教师制定严格的规矩；
·扣分、“连坐”；
·没收，写检讨，请家长
——让学生服从规范

第二层选择：自主管理
学生定规矩，相互监督
——让学生自我约束

第三层选择：民主协商
·师生协商规则；
·用“管好手机”表现自

己的潇洒；
·在自觉追求优雅的过程

中释放青春豪情
——让学生品味高雅

“你侵犯了我的通讯权！”
财产权？
——？



案例分析：通过班级组织进行常规管理的三层选择

第一层选择：严格管制

第二层选择：自主管理

第三层选择：民主协商

想一想：

●  哪一层选择无需“教师资格证”就可做到？

●  哪一层选择仅有“教师资格证”还不足以做到？



管制型班级

自主型班级

民主型班级

从结果看，三层选择达成的最后结果的文本相似；但是，学生
的尊严感、参与度和教师的专业素养，显然于境界迥异。

◆ 教育组织
如何定位“班级”？

◆ 自主群体

◆ 管制机构 第一层选择：严格管制

第二层选择：自主管理

第三层选择：民主协商

案例分析：通过班级组织进行常规管理的三层选择



2. 班级活动
• 学校要求开展“学雷锋活动”，可以怎么做？

第一层选择：歌颂与检讨

·引用“故事”“教条”
·反思自己与雷锋的差距
·做检讨、下决心
——让学生“改邪归正”



主题班会《寻找雷锋的足迹》—— 教师的说明

    同学们选定“寻找雷锋的足迹”作为班会内容，目的是想
通过对雷锋事迹的追忆，再次去更明确地了解雷锋，认识他对
本职工作的热爱、严谨的工作态度，刻苦学习的钉子精神和助
人为乐的高尚品德。学生通过对比、查摆，找出自身的不足，
从而能提高认识，以雷锋精神来作为学生们行动的指南。

    从班会题目的选定，到整个班会过程的构思，包括主持
人的发言内容，都是由班委会和中队委的同学们自己动手准
备的。我放手让学生们去做，是想让学生有他们自己发挥能
力、表达情感和参与欲望的机会。…… 



一次主题班会 ——主持人的讲稿
……到底什么是雷锋精神？我们又为什么要来学习雷锋

精神呢？这是一个我们青少年必须明白的问题，也是一个全
社会关注的问题。……

“……通过近一个月的学习雷锋活动，我知道了这样做
是很不对的，今后我一定会努力改正，做一个像雷锋叔叔那
样乐于助人的好学生！”

总结：
    同学们，今天我们通过这次“寻找雷锋的足迹”
主题班会，学习雷锋叔叔助人为乐、刻苦学习、严守
纪律的精神，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并决心改
正。…… 

资料来源：实录于某校的一次班会课



2. 开展班级活动

第一层选择：歌颂与检讨

·引用“故事”“教条”
·反思自己与雷锋的差距
·做检讨、下决心
——让学生“改邪归正”

第二层选择：自主活动

学生找内容、材料，
策划实施活动
——让学生“阳光”自主

第三层选择：民主交往

·师生共商，选择主题；
·围绕主题，共同策划；
·发动全班，民主参与；
·追求上进，体验高尚
——让学生充满自豪尊严



案例分析：班级活动的三层选择

管制型班级

自主型班级

民主型班级◆ 教育组织

如何定位“班级”？

◆ 活动单位

◆ 训导机构 第一层选择：接受训导

第二层选择：自主活动

第三层选择：民主交往



• 学校要求每个班级办黑板报，我们可以怎么做？

第一层选择：机械执行

·紧扣“标准”主题
·搜集“正统”资源
·交给“听话”学生
——让学生迎合成人

黑板报究竟是为谁而办？

3. 同创班级文化



第一层选择：机械执行

——让学生迎合成人

第二层选择：彰显活力

学生根据自己对“主题”
的理解找内容、材料，
自己编辑黑板报
——让学生自主选择

3. 同创班级文化



我们这次要办的黑板报不同于以往……

以前的黑板报根本不叫黑板报，充其量只能算做是标
语，就两行大字，花草环绕，其他什么也没有。

这次，我们决心尽力办出一个像模像样的黑板报！

首先，设计布局。本次主题“科技创造未来”写在中
间，我们决定用阶梯型的。然后，用一些线在黑板上画出
了几个形状各异的格子，用来写不同的内容。



我们这次要办的黑板报不同于以往……

首先，设计布局。本次主题“科技创造未来”写在中间，我们
决定用阶梯型的。然后，用一些线在黑板上画出了几个形状各异的
格子，用来写不同的内容。

参考着一本板报书，画出了一些图
案，有航天飞机、宇宙飞船、飞碟等一
些科技图案，虽然简单，但布局合理，
整洁漂亮，并且契合本次板报的主题。

文字写好后，又在细部装饰一下，
在空位画些鸟、蝴蝶和花草……整个板报
既大气又有内容…… 



• 学校要求每个班级办黑板报，我们可以怎么做？

第二层选择：彰显活力

学生根据自己对“主题”
的理解找内容、材料，
自己编辑黑板报
——让学生自主选择

第三层选择：激发活力

·师生共商，选择主题；
·围绕主题，共同策划；
·发动全班，民主参与；
·相互欣赏，相互激发
——让学生享受充满活力
的文化生活

3. 同创班级文化

第一层选择：机械执行

——让学生迎合成人



案例分析：文化建设三层选择

第一层选择：机械执行

第二层选择：释放活力

第三层选择：激发活力

管制型班级

自主型班级

民主型班级◆ 教育组织

如何定位“班级”？

◆ 自主群体

◆ 宣传机构



共建班级组织

(管理手机)
开展班级活动

(学习雷锋)
同创班级文化

(办黑板报)
3. 民主协商

——品味高雅

3. 民主交往

——创造尊严

3. 激发活力

——享受豪情

2. 自主管理

——自我约束

2. 自主活动

——彰显活力

2. 彰显活力

——自主选择

1. 严格管制

——服从规范

1. 歌颂与检讨

——听从说教

1. 机械执行

——迎合成人

小  结



班级组织(管理手机) 班级活动(学习雷锋) 班级文化(办黑板报)

3. 民主协商

——让学生品味高雅

3. 民主交往

——让学生享受尊严

3. 激发活力

——享受活力文化

2. 自主管理

——让学生自我约束

2. 自主活动

——让学生彰显活力

2. 彰显活力

——让学生自主选择

1. 严格管制

——让学生服从规范

1. 歌颂与检讨

——让学生听从说教

1. 机械执行

——让学生迎合成人

思考：在最高境界上，以“班级活动”为主线，
                                 让其他两个领域融入其中。
                                           可以不可以？ 为什么？



第1种情形

两者分隔，片面发展

第2种情形

两者沟通，全面发展

第3种情形

相互融通，和谐发展

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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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人

格

系

统

意

义

系

统

认

知

系

统

人

格

系

统

活动B

人格

系统

认知

系统

活动C活动A



这3个领域之间是什么关系？

班级组织

班级活动

班级文化

第二层选择：自主活动
·以守规矩为基础，让学
生自己开展一些活动
·体现一些学生自选内容
——学生自主选择

第三层选择：系列活动

·用专业智慧理解学生发展需要
·组织学生开展“系列活动”，

逐步解决“发展问题”，引
领“发展需要”

·“日常管理”和“班级文化”
融入“系列活动”

——学生每天生活在民主交往中第一层选择：维持秩序
·以“日常管理”为主业
·“班级文化”是宣教阵地
·“班级活动”按要求开展，

不用另外设计
——学生守规矩



工作主线：系列主题活动

工作前提：理解班级管理的“教育目标”和“教育思路”

工作基础1：
教师的“系统方法”

工作基础2：
班级的“发展计划”

大项目1
小活动1

小活动n

小活动2

小活动3 ……

大项目2
小活动1

小活动n

…… ……

大项目X
小活动1

小活动n

……



进一步探索：重建班级管理的整体格局

——以主题活动为主线，融通不同工作

• 将所有的“班级管理”事务整合
为三大任务

• 在三大任务中，主要任务是“开
展每阶段的主题活动”

• “常规管理”和“文化建设”融
入其中

常规管理

主题活动

文化建设

Thematic Activity 
Series

Routine
ManagementCulture

Building



“转轨”
——创造“班级管理”领域的“动车组”！

如果你想让列车再快10公里，只需要加1马力；

而若想使车速增加一倍你就必须要更换铁轨了。

——前通用公司CEO杰克 ·韦尔奇 

火车要跑得更快，
不能只靠车头带！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实例：班级建设提升学生发展质量

起   点：教师抱怨，学生调皮……
                     （行为规范问题不少）

第一年：改变精神面貌、活动方式

                      （行为规范明显好转）

第二年：思想活跃，成绩开始提升

                     （日常行为追求更高品位）

第三年：思想丰富，思维活跃，挑战教师极限

             成绩高于相同起点的平行班

                     （自觉承担发展责任）



该班6个学期的基本描述

（1）培养自信，建立规范，试图走出迷茫；

（2）民主管理，开展活动，关注精神生活；

（3）内化规范，激发动力，关注精神品位；

（4）主动交往，小组合作，拓展发展空间；

（5）教师合作，聚焦学习，提高学科成绩；

（6）调整心态，完善方法，提升发展境界。 



该班语文学科考试成绩

时间 年级均分 班均分 优良率
三个平行班中

的排名

7上  期中 72.20     72.17 2.4% 2
7上  期末 69.17 68.97 2.4% 3
7下  期中      77.36 78.73 41.0% 1
7下  期末      77.67 77.61 26.8% 2
8上  期中      70.00 69.50 2.4% 3
8上  期末      79.10 80.77 60.0% 1
8下  期中 70.44 71.34 6.0% 1
8下  期末 67.61 66.46 0 3
9上  期末 104.48 106.20 17.0% 1
9下  期末 108.38 108.79 6.8% 1



该班数学学科考试成绩

时间 年级均分 班均分 优良率
三个平行班中的

排名

7上  期中 73.20 72.13 34.0% 3
7上  期末 79.97 79.65 60.9% 2
7下  期中 84.96 88.03 80.4% 1
7下  期末 68.40 70.94 31.7% 1
8上  期中 83.05 87.23 80.0% 1
8上  期末 63.55 67.73 13.0% 1
8下  期中 60.24 65.24 6.0% 1
8下  期末 61.67 67.53 10.0% 1
9上  期末 98.37 104.27 34.0% 1
9下  期末 91.62 99.03 24.0% 1



该班英语学科考试成绩

时间 年级均分 班均分 优良率
三个平行班中

的排名

7上  期中 51.58 53.05 0 1
7上  期末 49.31 52.80 0 1
7下  期中 58.89 62.92 4.8% 1
7下  期末 53.67 55.85 0 2
8上  期中 47.99 50.16 0 2
8上  期末 46.16 46.2 0 2
8下  期中 56.45 58.27 0 2
8下  期末 50.21 55.06 0 1
9上  期末 70.86 77.97 3.4% 1
9下  期末 67.82 72.45 3.4% 1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未经反思的“幸福”

清醒的痛苦（2-5个月）

清醒的幸福

？
…

！
专业人士的幸福。

可以傲视群雄！



华东师大 李伟胜 hdsdlws@126.com

一、班级功能需要深度开发

二、民主交往培育独立人格

深度开发班级的教育功能
——在国际视野中理解中国学校的独特生态



国家级精品课程《班级管理》
•这门课程可通过3个方式搜寻并利用。
（1）通过微信搜索“慕课 班级管理 李伟胜”。
（2）下载手机app“中国大学慕课”，

搜索“班级管理”（或“李伟胜”）观看。
——上述两个方式进入之后，都可

在有wifi时下载视频；然后，任何时间都可以观看。
（3）通过电脑上网（www.icourse163.org/）搜索并学习。
本课程的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3472011#/info



《班级管理》视频课中的6道讨论题
【有教育硕士的讨论过程录像】

讨论题1：辨析班级管理的双层目标
讨论题2：辨析班级活动中的“生生交往”
讨论题3：辨析班级管理的三条措施

讨论题4：设计一项主题活动（一个“大项目”）
讨论题5：设计系列主题活动（系列“大项目”）
讨论题6：辨析班级发展的新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