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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纲

一、什么是班级系列活动？（What）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三、为什么需要开展系列活动？（Why）



一、什么是班级系列活动？（What）

三年级开学初班级发展背景

●9月份，新接了三（3）班。
●学生有不少长处：自信，聪明，各科成绩、艺术等在年级名列前

茅，发言积极……
◆他们也有一些缺点：部分学生自由散漫，缺乏自律，上课插嘴、

做小动作；班主任不在时就不安分，出现几起打架事件……

作为班主任，“我”会怎么想？怎么做？为什么？



第1阶段（三年级开学初）：  《孙悟空自律我能行 》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  《让我们更聪明》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  《小眼睛 大发现》 

一、什么是班级系列活动？（What）
—— “聪明”系列主题活动



第1阶段（三年级开学初）：《孙悟空自律我能行 》

（一）班级发展背景
●9月份，新接了三（3）班。
●学生有不少长处：自信，聪明，各科成绩、艺术等在年级名列前茅，发言积极……
◆他们也有一些缺点：部分学生自由散漫，缺乏自律，上课插嘴、做小动作；班主任不在

时就不安分，出现几起打架事件……

（二）班主任的分析和设想
1. 对学生需要的把握
①三年级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期：部分学生对学校生活已缺乏新鲜感，进步速度放慢，

出现发展高原期。
②三年级学生处于价值观的启蒙期，虽然对良好品行的认识有初步地认识，但实际做的时

候往往会与行为脱节，分辨是非能力还是较弱。 



（二）班主任的分析和设想
1. 对学生需要的把握
2. 对教育对策的构想
           通过让学生参与自主管理和班级管理来提高他们积极的心理需求，逐步培养学生

从他律走向自律。
（三）活动策划和实施
1. 师生协商生成主题
组织学生开展讨论：找找我们班级的优势与弱势。
学生说：同学的行为规范不够好。
       “我们就像猴子，很顽皮的，管不住自己”。
教师说：“猴子里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做事是有规则的，能管住自己的，为了保护

他的师傅，经历了很多磨难都没有退缩……”
学生们很兴奋，纷纷叫了起来：“我知道，我知道，是孙悟空、孙悟空”、“我们很喜欢

他的”…..
当有同学提出要用“孙悟空”做班徽时，得到了全班的一致认可。与此同时，他们还发出

“自律我能行”的班级口号。



第1阶段（三年级开学初）： 《孙悟空自律我能行 》

（三）活动策划和实施
1. 师生协商生成主题
2. 学生主动开展活动——“孙悟空自律我能行”
开展活动：其中 ，“老师请放心”的活动内容有：“上课我积极 作业我认真”、“小岗

位我参加”等，
评价激励：我们一起讨论设计了评比项目“孙悟空种自律树”，每得到一个自律就可以贴

一片小树叶，10片小树叶就可以换一个小苹果。

3.班级发展初见成效
学生的兴趣很高，上课能积极动脑，许多老师都表扬我们班，小岗位竞聘上岗工作也开展

得轰轰烈烈……
我也为找到适合学生成长的主题活动而高兴。



（四）不久出现了新问题

上课发言：很积极，但主要集中在男生身上，且一部分男生太过于积极，总是喜欢乱插嘴，
女生相对弱一些。

班级活动：
①学生有自我管理的意识，但往往不知道如何管好自己，反复性很大，特别是老师不在就

很不自觉。
②积极性很高，但碰到困难后，寻找不到方法，又不知道如何解决，和同学、家长产生了

矛盾……
   ——整天会惹出些麻烦。

第1阶段（三年级开学初）： 《孙悟空自律我能行 》



有一天我外出开会 ……

记得有一天我外出开会，轮到一小组打扫卫生。
一开始他们很认真，先扫地，接着拖地。

但订正的同学走出走进，时不时地把地面弄脏，就是整个小组一起擦地，也来不及。
这下他们发愁了：这要扫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怎么办？
最后他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把门关上，不给订正的人进来。

于是，冲突出现了：
订正的人进不来，就踢门，门都差点踢坏了；
门进不进，就爬窗……甚至与值日的学生打了起来。
——教室里闹得不可开交。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一）班主任的反思

◆为什么针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所设计的主题活动，学生是很感兴趣，但为什么会出现以
上这些问题呢？ 

◆……不同年龄的学生需求是有差异的，学生的需求也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的，当学生
第一层次的需求达到后，就会向第二层次需求发展，学生的追求是较高层次的需
要。……

◆三年级学生开始有了自主的意识……但这种自主意识仍处于自发期——对自己有兴趣的
事能无意识地去做，但常常要与理性思维产生矛盾，所以表现在行为习惯上有时表现得
很好，但有时经不住诱惑易出现反复。……

●所以，……
“我”会得出什么结论？

——“归因”理论



（一）班主任的反思

◆为什么针对孩子成长中的问题所设计的主题活动，学生是很感兴趣，但为什么会出现以
上这些问题呢？ 

◆……不同年龄的学生需求是有差异的，学生的需求也是可以通过教育来改变的……
◆三年级学生开始有了了自主的意识……但这种自主意识仍处于自发期……

●所以，他们有很高的热情和积极性，
                 但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和自我管理的策略。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一）班主任的反思

（二）开发新的成长需要：有规则的活跃

●三年级学生不但缺乏自律性，更缺乏的是自我控制所需要的能力的支持，所以他们往往
在班级活动时，表现出不能自主管理和参与班级管理时的混乱现象。

●作为班主任要引导他们从他律走向自律，就要给他们创造一种能力的支持。
●同时，在现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自律的教育不能抹杀掉孩子的活力，既能自律，又有

活力，使得班级呈现出一种有规则的活跃。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一）班主任的反思

（二）开发新的成长需要：有规则的活跃

（三）寻找有效的生长点

我又和家长、学生进行了交谈。
我发现：

平时父母亲表扬孩子最多的就是夸孩子聪明，因而班级的学生很喜欢被人夸聪明，
而且班里的学生常常在私底下“比一比谁聪明”，那何不用学生喜欢的“聪明”来引
导他们学会有关的自律呢？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一）班主任的反思

（二）开发新的成长需要：有规则的活跃

（三）寻找有效的生长点

我想到：他们眼中的“聪明”大多是指智商方面的，而且认为“聪明”只是属于个体的
特权和特色。

我设想：针对学生都想做个聪明孩子的需求，把一些行为习惯（自我管理、自我激励、
分清是非、对待他人宽容等）融入进来，借助“让我们更聪明”这个活动载体，让学
生发现聪明的真正表现：会自我管理是聪明的、会解决困难的是聪明的，对他人宽容
的人是聪明的……

我期待：使孩子产生做真正聪明人的愿望，有做真正聪明人的追求，并积极地去做一个
真正聪明的孩子。



（一）班主任的反思

（二）开发新的成长需要：有规则的活跃

（三）寻找有效的生长点

（四）设计新的系列活动

我们设计：我和学生一起，有针对性地设计了“让我们更聪明”系列主题活动，目的是
让学生把“聪明”从追求学习成绩这个单一、狭隘的领域，拓展到追求自我完善、人
际关系协调、班级发展等更广阔的领域，将浅层次的需求转换为内在深层次的追求。

“我”会怎么设计？
为什么？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让我们更聪明》系列主题活动

大项目1：什么是聪明。

了解聪明的含义 。
大项目2：自我设计。

加强对自身发展的关注。为自己今后努力方向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清晰知道如
何以自己实际行动达到目标。同时设立了“孙悟空种聪明树”的评比活动。

大项目3：“比聪明”系列活动。

让学生学会自我管理的策略、班级管理的策略、人际交往的策略等，养成一些良好
的行为习惯。           



《让我们更聪明》系列主题活动

大项目1：什么是聪明。

大项目2：自我设计。

大项目3：“比聪明”系列活动。

在日常班级活动和主题活动后,再通过召开主题班会让学生谈活动中的认识、
交流想法。

例如，通过《“科技节“上比聪明》的活动后，召开了《”孙悟空”大显身
手》的主题班会，同学们通过对新班委策划科技活动能力的评议，学会理解班
干部，支持班干部的工作，进一步形成班级的凝聚力。

在参与评议的过程中，让每个学生都懂得策划与合作，自律与创新是成功的
必要条件，学会聪明地参与班级管理。



大项目1：什么是聪明。

大项目2：自我设计。

大项目3：“比聪明”系列活动。

大项目4：新的一年，我长大了。

这是对前期的活动进行回顾与总结，利用元旦开展的活动。

在《新的一年，我长大了》中，每位同学先回顾这一年：你有什么收获，有什么
快乐，同时也寻找自己还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让大家发现自己继续成长的空间，
并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2阶段（三年级上学期）：《让我们更聪明》



大项目1

孙悟空自
律我能行

1.
老师请放心

3.
小岗位
我参加

2.
上课我积极，
作业我认真

大项目2

什么是
聪明

大项目3

自我设计

大项目4

比聪明

三（3）班的“聪明”系列活动（上学期）

让我们更聪明学会自律 

1.…

3.…

2.…

……

1.…

3.…

2.…

……

1.…

3.…

2.…

……

大项目5

新的一年，
我长大了

1.…

3.…

2.…

……



——围绕主题生成系列活动项目
核心主张：为推进持续发展而展开系列“大项目”

● 具体表现：两个层次的系列活动

第一层系列活动：一个学期（学年）中的    系列“大项目”
第二层系列活动：每个“大项目”中的       系列“小活动”

大项目2大项目1

1.…

3.…
2.…

……

大项目3

1.…

3.…
2.…

……

1.…

3.…
2.…

……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一）关注新的现象

通过“让我们更聪明”的活动，同学们自我管理和班级管理有很大进步，但是……

■大多数的时候，班级学生自律情况较好，但有时当有突发事件发生时，就不能做到自律。
■当对小班主任有意见时，他们的表现不尽人意，就的会采取故意捣蛋的手段来发泄对他

（她）的不满。
■随着年级的增加，学习难度的加深，回家作业不做的现象在增多。当碰到不会做的题目

时（尤其在家里），父母没有辅导能力的话，他们就干脆不做，有的把本子藏起来，不
愿交给老师。

 ■有个别孩子在活动中开始落后了，于是出现了灰心丧气的状况，缺乏了向上的积极性。



（二）再次开发新的需要

我发现在进行“让我们更聪明的活动”时，要从不同层面入手。

首先要创设的是一种有活力的自律。

其次要注意在进行自律活动时，并不能撇开了“他律”，而在活动中要注意把“自律”与

必要的“他律”结合。

——但这个“他律”应有质的改变，要从他人的管束（如：父母的管束、老师的教导、

小班主任的管理）等变成为有价值他人的影响，创造出一种外部的支持，加强外部支持

系统的建立，把父母、教师、班级组织建设建立起较完善的支持系统，来影响他们。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一）关注新的现象

（二）再次开发新的需要

（三）针对需要形成新的设想

所以在本学期我决定还是借助“让我们更聪明”这个主题，继续开展自我管理、班级管理
的系列活动，通过让学生在自我管理和班级管理中，提升能力和加强外部支持系统建立。

同时，由于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学生在不同场合、不同环境，角色也在发生变化，所以
我想让学生把聪明的行为延伸到家庭，做到在校与在家一个样。

（四）结合实际确立新的主题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四）结合实际确立新的主题：《小眼睛 大发现》

要取得“有活力的自律”，除了要学会聪明的方法，还要建立一个新的支持系统并把这个
支持融合到班级的日常教育管理活动之中。

 本学期学校的主题活动主要是进行“感恩教育”，为把班级的活动与学校层面的活动有机
整合，让学生的“自律”行为获得外界的支持和影响，借感恩把“他律”变成激励性的
鼓励，并聪明地去展开行动，我们设计了《小眼睛 大发现》的主题系列活动。

这个系列活动，旨在让学生从日常生活中聪明地感受父母的爱，老师的爱……让学生通过
感受父母、老师的言行中引发思考：父母、老师为什么要严格教育我们？从而让学生体
悟要把父母、老师的爱时时刻刻伴随着我们，要把它作为促进自己成长的强大动力，以
更好地促成他们主动发展。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在学生对所调查的内容进行交流的基础上，学生深刻体验到了父母对他们的爱，表示只有
学会珍惜自己生命，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学会聪明的自我管理才是对父母最好的报
答。

对主题班会上学生提出在家庭、学校达到的目标，重新讨论设立家庭评比表。
并布置评比栏目《我是聪明的建筑师》。主题班会后，学生都向父母写了一封信，向父母

表示了感谢，并对自己提出行为上的要求。父母也及时给了他们回应——一封回信。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大项目2：聪明地用好我的时间

针对班级中大多数的学生虽然在老师的教育下对珍惜时间的观念已经有了初步的认识，
但由于平时的时间都是父母或老师安排的，学生根本不会安排自己，以及有的学生速
度很慢的情况，让学生学会“合理聪明地安排时间”，让老师、父母放心。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大项目2：聪明地用好我的时间

“小活动”之一：主题班会《        不在场》。
通过交流当老师不在班级，父母不在家、小班主任不在教室……，孩子是如何做的，如何克服

困难，解决问题的。
呈现出几方面的资源：有的学生是会合理的安排自己的学习和活动的，有的学生就不会很聪明

的安排自己的生活。
通过交流提炼出聪明的地方，让他们学会聪明的安排自己的生活，一方面可以提高他们的自觉

性。另一方面提高他们的能力。

“小活动”之二：《 快乐的安排 》。
交流自己双休日的安排 或放学后的安排。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大项目2：聪明地用好我的时间

“小活动”之一：主题班会《        不在场》。
“小活动”之二：《 快乐的安排 》

针对的发展问题：学生认为“抓紧时间”就只是抓紧时间学习，其他活动都是不应该。
活动的意图：让学生了解现代的社会，是需要会学习会生活、会追求、会休闲的复合型人

才。“不浪费时间”是指不把时间花在无意义的活动上，应该提倡学生通过各种活动途
径去学习，学得广泛一点，学得深入一点，学会生活所需的多种本领，学会自己可持续
发展学习的，并不是单纯的读书，做功课。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大项目2：聪明地用好我的时间

大项目3：“师傅”带“徒弟”

针对的发展问题：中、小队干部改选后，新上任的干部产生的能力不足

活动的意图：让老干部带教新干部，一方面促使新干部能力提高，学会克服困难，聪明的
管理班级，另一方面，让学生加强与干部的沟通，理解干部的辛苦，配合各项工作。 

活动的内容：
①成立《聪明俱乐部》，让老干部在俱乐部，发挥聪明才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②加强小队的建设，构建起第2层次的评价，群体性评价，发挥群体合作。让小队长发挥

出小队成员每个人的作用。



大项目1：感谢父母，快乐成长

大项目2：聪明地用好我的时间

大项目3：“师傅”带“徒弟”

大项目4：聪明之星

通过让学生评选心目中最聪明的男生和最聪明的女生、聪明的小队、聪明的小组的
活动，评选出聪明的学习之星、交往之星、岗位之星、安排之星……。

转变以往评价中只针对个别学生的现象，把评价转为第2个层面，用小队组织进一
步保障他律的形成，用他律促进自律的发展。

针对班级一些学生在活动中可能比别人落后的情况，开展讨论，用发展的观点教育
他们，让他们认识到只要努力会赶上大家的，并对下一阶段提出自我要求。

第3阶段（三年级下学期）：《小眼睛 大发现》



大项目1

为3班的进
步出点子

大项目2

感恩父母
快乐成长

大项目3

聪明地用好
我的时间

大项目4

“师傅”
带“徒弟”

三（3）班的“聪明”系列活动（下学期）

小眼睛，大发现学会策划 

1.…

3.…

2.…

……

1.  不
在场

2.快乐

的安排

……

大项目5

聪明之星

1.…

3.…

2.…

……

1.…

3.…

2.…

……

1.聪明

俱乐部

2.小队

建设

……



大项目1

孙悟空自
律我能行

大项目2

什么是
聪明

大项目3

自我设计

大项目4

比聪明

三（3）班的“聪明”系列活动（上学期）

让我们更聪明学会自律 

大项目5

新的一年，
我长大了

大项目1

为3班的进
步出点子

大项目2

感恩父母
快乐成长

大项目3

聪明地用好
我的时间

大项目4

“师傅”
带“徒弟”

三（3）班的“聪明”系列活动（下学期）

小眼睛，大发现学会策划 

大项目5

聪明之星



思考就“聪明”系列主题活动而言，你有何评价？

1. 它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你这么看？

2. 如果让你来组织学生开展这样的活动，
               最大的挑战有哪些？为什么？
                （尝试着找出3个最大的挑战）



1．参照学段特征辨析发展主题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主题的多种来源
①从学生自己的生活提炼主题。 
②从社会生活实际中生成主题。 
③从学校整体部署中选择主题。



1．参照学段特征辨析发展主题
2．围绕主题生成系列活动项目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 关键依据：班级主题活动的系统性和计划性
参照：         学科教学中的系列“单元（模块、主题）”

                     与其中的“每节课”

各科目由内容相对独立且具内在逻辑联系的模块或主题组成。

一个模块可以包含若干主题。

模块或主题应具备以下特征：具有核心概念，反映学习过程，体现教育价值。

学科课程标准中确定的模块或主题，应有明确的学习内容、学习要求和学习建议。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6. 



超越对外来“德育”主题的麻木跟随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我国德育实践中，重要的是，一旦察觉有实施某种教
育的必要，认定某种事情要“从娃娃抓起”，或凭经验（包括别国经验）觉得哪种途
径可取，哪种观念时新，它们也就有了“立足”的理由。

现行“德育”，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严格论证。惟其如此，《中国教育报》编者才
敢断言“多数人都是凭着某种现象说，跟着某种感觉说”。不过，这恐怕只说对了一
半；另一半是“跟着长官说”，以及跟着“跟着长官说”的德育专家说。 

陈桂生（2002）：《也谈“了解一个真实的德育”》 ，
《上海教育科研》2002（11）。 



 全校统一而且部分年级的大型报告会（法制宣传、科普讲座）
 学科性太强的活动（征文、科普小论文比赛）
 走过场的活动（签名承诺）
 必须参加的却因能力所限不能有上佳表现的活动（体育节长跑比赛）
 没有新意的常规活动（春游）
 ……

——李家成等著：《“新基础教育”学生发展与教育指导纲要》，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338-339。

调查表明：学生不喜欢如下类型的的活动

思考：学生不喜欢，我们还要做， 这有意思吗？



2．围绕主题生成系列活动项目

● 具体表现：两个层次的系列活动

第一层系列活动：一个学期（学年）中的    系列“大项目”
第二层系列活动：每个“大项目”中的       系列“小活动”

大项目2大项目1

1.…

3.…
2.…

……

大项目3

1.…

3.…
2.…

……

1.…

3.…
2.…

……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2．围绕主题生成系列活动项目
● 操作要领
①初步设计每个“大项目”的具体内容 
 相关因素：主题、目的、依据、内容、方式
 学生参与：落实责任人，在分工的基础上充分合作

②协调沟通各个“大项目”之间的联系 

③根据实际需要制定有弹性的总体方案 

可参阅教材或课程
上的内容，还可结合案
例进一步研习。

1. 李伟胜：《班级管理》（第2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21.
2. 国家级一流课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班级管理》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智慧型班主任活动策划意识强，能围绕学生成长发展的主线，“点-线-面”结合，
“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一起做，综合交叉，螺旋上升地组织开展各类主题
教育活动。

 “点”是作为道德基础性构成的几个基本元素对于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培养要求。

 “线”是不同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成长需求。

 “面”是学生丰富多彩、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 

——袁文娟：《不同类型班主任策划组织班队活动分析》，

《班主任》2008（3）。

“点-线-面”结合



①求“近”。贴近学生的真实生活和思想。

②求“新”。内容新颖有创意，不落俗套。

③求“小”。切入点具体，易于“小题大做”。

——李学农，陈震：《初中班主任》，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42.

由“点”切入时的三点要求



 每次策划活动都以“长程”的意识设计“短时”的教育活动，把小的切入点——也就
是学生成长过程中出现(或需要关注)的问题放在学生主动健康发展的大背景之中。回溯
过去，着眼现在，预设将来。

 “综合交叉，螺旋上升”的关键是在“线”上选“点”，与“面”链接，因为某一主
题所包含的基本元素是综合的，所涉及的领域也不是单一的，所以会出现交叉，同样
的内容在后续年段可以重复出现，但要求相应提高，螺旋上升。

——袁文娟：《不同类型班主任策划组织班队活动分析》，
《班主任》2008（3）。

“综合交叉，螺旋上升” 



1．参照学段特征辨析发展主题
2．围绕主题生成系列活动项目

3．根据实际灵活实施系列活动
（1）带领学生共同制定“大项目”活动方案 

◆以“主题班会”为核心，协调系列“小活动”
（2）根据“大项目”活动方案实施系列“小活动”

◆搜集资料，整合资源，将“深化体验”与“拓展视野”结合
◆整理资料，认真准备，将“个体创造”与“群体合作”结合
◆尽情展示，充分交流，让“自觉辨析”与“主动选择”结合

  （3）及时开展后续活动，让成长体验深化和升华 
可参阅教材或课程上的内容，
结合案例进一步研习。

二、怎么策划和
实施系列活动？

（How）



 每个“大项目”解决一个发展问题

通过系列“大项目”推进发展进程

小结

用专业智慧发现“发展空间”；
在“发展空间”中开展活动；
在活动之中中，逐步实现目标

在系列活动中因势利导，
逐步建设“民主型班级”

大项目1
1.…

……

大项目2

1.…

……

大项目N

1.…

……



三、为什么需要开展系列活动？（Why）

（一）以“自豪的需要”引领自豪的成长

（二）开发“生生交往”这一独特资源，创造自豪    



生理需要

安全需要
社交需要（归属与爱）

尊重需要

自我
实现需要

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

自主的需要

自立的需要

自豪的需要

从教育学视角看3层发展需要

前四种是缺失性的，而自我实现的人则是成长性的。

缺失性需要起源于环境或自我的缺乏，本质上是人身上的“赤字”所形成的需要。这些需
要的满足，完全依赖于外界。

成长是自我实现的过程。成长性需要就是被自我实现的趋向所激发的动机。

（一）以“自豪的需要”

引领自豪的成长



从教育学视角，可以区分出学生的3层发展需要

自主的需要

自立的需要

自豪的需要

基于常态，稳步发展。

恢复常态，保持自立。

超越常态，创造自豪

参阅：
李伟胜：《班级管理》（第2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李伟胜：《班主任工作的教育思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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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管制机构

从教育学视角看学生的3层发展需要

自主的需要

自立的需要

自豪的需要



值得追求的更高境界：民主型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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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追求的更高境界：民主型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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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教育学视角，可以区分出学生的3层发展需要

自豪
的需要

在常态之上
追求更自豪
的精神生活

超越“正常”标准的更高境界的追求，如
◆ 在通畅的亲子沟通基础上提高学业品质和家庭生活质量、
◆ 在群体交往已很活跃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交往质量，
◆ 在学习动力充足、学习效果良好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学习方法、
◆ 主动挑战自我和提高合作成效……

自主
的需要

基于常态，
稳步发展

◆ 按照“正常”标准处理亲子沟通和自己的学业
◆ 参与维持班级秩序、
◆ 保持学习兴趣、
◆ 维护心理健康、
◆ 让学生和班级不偏离正常状态等方面的需要

自立
的需要

消除
不良状态，
保持自立

由低于“正常”标准的发展状态引起的弥补缺陷、消除麻烦、
“痛改前非”的需要，如
◆ 改变贪玩且不完成作业的情形、
◆ 纠正违反纪律的现象、
◆ 改变学习动力不足的状况、
◆ 克服人际交往障碍……



思考：辨析“亲子沟通”中的3层发展需要

自豪
的需要

在常态之上
追求更自豪
的
精神生活

超越“正常”标准的更高境界的追求

自主
的需要

基于常态，
稳步发展

按照“正常”标准

自立
的需要

消除
不良状态，
保持自立

由低于“正常”标准的发展状态引起的弥
补缺陷、消除麻烦、“痛改前非”的需要



同样的“亲子沟通”问题，复杂的发展需要

不让父母伤心

帮家长做家务

让爸妈放心

让父母 ？

和父母一起
创造和美家庭

欣赏父母的爱心

同情爸妈的辛苦

减轻家长的负担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自立的需要

自豪的需要

自主的需要



同样的“亲子沟通”问题，复杂的发展需要

不让父母伤心

帮家长做家务

让爸妈放心

和父母一起
创造和美家庭

欣赏父母的爱心

同情爸妈的辛苦

减轻家长的负担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认知发展需要 人格发展需要

让父母开心

自立的需要

自豪的需要

自主的需要



辨析“亲子沟通”中的3层发展需要

自豪的需要 通过主动努力，体验赢得自由的自豪感

自主的需要 自觉完成任务，体会得到信任的尊严感

自立的需要 服从父母安排，消除撒谎带来的屈辱感



结合新的案例思考：同样的教育问题，复杂的发展需要
（请选择3个关键词）

——实际上针对不同的发展问题

1……

2……

认知发展需要 人格发展需要

3……

自立的
需要

自豪的
需要

自主的
需要

备选问题：

1. 如何转化问题学生？

2. 怎样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

3. 怎样提高班级凝聚力？

4. 如何培养班委会的能力？

5. ……



力图解决的关键问题

1. 提高管理效率
——超越琐碎事务，形成整体格局

2.营造教育生态
——超越频频“救火”，建设和谐生态



天道酬勤？

天变，道亦变！



思考：
学生为什么愿意上学？

  师生交往

生生交往

个体自主

感受学生，理解学生，引领学生。
超越“爱心”和“耐心”，修炼一颗“慧心”。

用专业智慧，激活学生，享受生命！

（二）开发“生生交往”这一独特资源，创造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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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生生交往

参阅：
李伟胜：《班级管理》（第2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李伟胜：《班主任工作的教育思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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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版）,华东师大出版社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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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E

E

E：个体之间的激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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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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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服
最牛家长
的三句话

1. 你自信，是因为你有本事。——我也有。
（证据：国家颁发的教师资格证。）

2. 有时候，我比你更懂你的孩子。
（证据：我能理解他需要什么样的尊严和自豪。）

3. 最关键的是：我拥有的教育资源，你没有。
（证据：“生生交往”这个文化生态圈的活力，

需要老师充满尊严和智慧地开发。）

结论：我们合作吧！这是祖国和人民所期待的。



一、什么是班级系列活动？（What）

二、怎么策划和实施系列活动？（How）

三、为什么需要开展系列活动？（Why）

通过系列活动开发班级教育功能
——“智慧型班主任”的专业选择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 李伟胜

hdsdlws@126.com



国家级一流课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

《班级管理》内容提纲

理论篇 实践篇

第一章 班级管理的双层目标

第二章 班级管理的一套思路

第三章 班级管理的三条措施

第四章 促进发展的系列活动

第五章 引领发展的一期计划

第六章 实现发展的三级阶梯



国家级一流课程 国家级精品课程《班级管理》

这门课程可通过如下方式搜寻并利用。
(1)通过微信搜索“慕课 班级管理 李伟胜”。
(2)下载手机app“学堂在线”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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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上网。网址：
•  学堂在线：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ecnu04011005272/8910866
•   中国大学慕课：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3472011#/info

(4)通过“网易公开课”app或网页收看
(5)通过“学习强国”搜索“李伟胜”

https://www.xuetangx.com/course/ecnu04011005272/8910866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ECNU-1003472011#/info


祝愿 每一位老师都拥有幸福人生！
每一个班级都充满成长气息！
每一名学生都焕发生命活力！

华东师大    李伟胜
                             hdsdlws@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