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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班级管理引论》

前言

　　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化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教育的重心由
原来的文化传承，转向了社会成员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培养，以及自由人格的形成。这就需要每个
社会成员具备自我设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教师，作为学生学习和生活的引路人和榜样，理所当然需
要拥有丰富的管理知识和较强的管理能力，而教师展示管理能力的最佳的舞台就是班级。尽管如此，
对教师管理素质的培养过去却一直是教师教育的盲点。虽然，近年不断有关于班主任学、班级管理方
面的著作问世，一些学校也试图开设这方面的相关课程，但这方面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书忝列其中
，正是想为这一领域研究和班级管理这一学科的建设做一份贡献，更是想给一线的教师和愿意当教师
的学生们一个惊喜。但愿每一个读过此书者都能从中得到启示。　　本书之所以取名“当代班级管理
引论”，是因为班级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不同的时代的班级具有不同的特征，在教育领地中，班级
属于晚生代，它滥觞于工业革命后期，从欧洲向世界各地扩散，并随着世界工业化的进程不断地发展
，现代的班级与传统意义上的班级相比，已经大相径庭。因此，我们在讨论班级及其管理时必须有一
个时间的限定，否则，就难以准确地定位，就会失去讨论的同一逻辑起点和共同条件。相对于传统的
班级而言，现代班级具有如下显著特征：首先，当代班级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表现为每一个班与其
他班级之间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竞争、相互合作的关系，班级成员与别的班级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相
互交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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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班级管理引论(第2版)》内容简介：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知识化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社会
是一个学习化的社会。教育的重心由原来的文化传承，转向了社会成员自主学习能力和习惯的培养，
以及自由人格的形成。这就需要每个社会成员具备自我设计和自我管理的能力。教师，作为学生学习
和生活的引路人和榜样，理所当然需要拥有丰富的管理知识和较强的管理能力，而教师展示管理能力
的最佳的舞台就是班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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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论班级管理——当代教师必备的能力第一章　班级管理综述——定位、目标及主体  第一节　班
级管理的定位  第二节　班级上课制的形成与发展  第三节　班级管理的目标  第四节　教师与班级管理
第二章　班级管理的起点——学生的心理需要  第一节　学生的心理需要  第二节　对学生行为目的的
理解第三章　班级管理的关键——良好的师生关系  第一节　影响师生关系的因素j  第二节　学生期望
中的教师形象  第三节　  良好的师生关系的现代特征  第四节　教师需要掌握的沟通艺术第四章　班级
管理的载体——优秀的班级集体　第一节　班级的特征　第二节　班集体的形成过程　第三节　优秀
班集体形成的标志第五章　班级管理的依据——班级的“游戏规则”　第一节　班级管理的规范　第
二节　班级管理规则的接受和执行　第三节　班级管理规则的改进第六章　班级管理的过程—
—PDCA的循环　第一节　计划　第二节　实行　第三节　检查　第四节　总结　第五节　班级管理
过程的优化第七章　班级管理的实施——方法的多元化　第一节　目标管理　第二节　全面质量管理
　第三节　民主管理　第四节　制度管理　第五节　自我管理　第六节　系统管理第八章　班级管理
的资源——人力与物力的综合　第一节　班主任　第二节　班级任课教师　第三节　学生　第四节　
环境资源　第五节　管理手段第九章　班级管理的创新——特色与模式的形成  第一节　班级管理的
观念创新  第二节　班级管理的制度创新  第三节　班级管理的方法创新第十章　班级管理的评价——
增值与理性的自觉  第一节　班级管理评价概述  第二节　班级管理评价的内容  第三节　班级管理的评
价方法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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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种变化，从特征上而言，它要求当代的教师必须具备研究的特质，即成为研究性教师；从类型
上而言，它要求当代教师必须由经验型、技术型向研究型转化。　　当然，教师的转型不是一个短期
的行为，不是一场运动，它需要一个持续的发展过程。它不仅是新课程实施的需要，更是时代的要求
、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必要条件，也是教师自身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　　首先，
教师的转型既是课程教学改革的需要，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透过历史的长卷在广阔的社会背景
下，来考察社会对教师的要求和教师自身发展的规律，我们就会发现农业文明时代的教育以传承为主
要特征，其对应的是知识型的教师（学高为师），教师的基本任务是“传道、授业、解惑”，即使是
解惑，也是为传（道）授（业）服务的；工业文明时代的教育，如同其社会生产方式一样，是培养统
一的、“标准件型”的人才为目标，其对应的是技术型（经验型）的教师，教师如同工厂里工人一样
，学生是被加工、被塑造的对象，教师是园丁或雕刻匠，学生是被栽培的花朵或被琢之玉。而在当今
信息时代中，教育是以受教育者的潜力的开发和个性化发展为最高目标，教师与学生必须共同面对持
续变化的社会，必须联手探索新知识、处理广博复杂的信息，共同学习，共同成长。在师生共同构成
的学习型组织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指导者和促进者，这就要求教师自
己首先要不停地学习，同时要研究如何引导学生学习、促进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创造性地学习，所以
教师必须是研究型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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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刚刚拿到粗粗读了一下，对班主任工作很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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