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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套教程是采用“案例分析”的体例来撰写的。
“案例故事”是以班主任日常工作中经常发生的事件或遇到的问题为线索，内容包括班主任的每一天
、班主任的每一学年、班主任与每一次活动、班主任与每一个班级、班主任与每一个学生、做一个专
业的班主任6个分册。
每个分册设8个专题，每个专题由“核心问题”“案例故事”“对话班主任”“对话专家”“综合评
析”“拓展案例”“相关资源”“学员作业”8个部分组成。
    正标题一般都提示了这则案例的主题，副标题道明的是这则案例的教育情境。
    “核心问题”是围绕这则案例的主题所提出的一些关键问题。
班主任案例的主题，通常都关系到教育的核心价值观、班主任工作的主要理论和基本原理、决定班主
任工作成败的关键问题。
失去了主题，一则案例顶多是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
如果只是就事论事地分析，充其量只能告诉你限于个别案例情境的问题解决的过程与方法；只有将案
例的分析与讨论，回归到对教育“基本面”的探索与思考上来，才能真正体现案例教学的价值。
    “案例故事”描述的是班主任日常工作的典型事件，包括事件的背景、发生发展的过程、遇到的冲
突和困难、班主任决策选择的两难困惑、事件处置的结果和反思。
        “对话班主任”是学员在观看情境故事或动漫案例过程中边看边想，与有经验的班主任进行对话
和交流，可以是对当事人问题处置得失的分析，也可以是对问题的诊断，以及具体处理改进的操作性
建议。
    “对话专家”则是我们特邀资深专家从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德育、教育社会学、方法论等多
学科的角度，对案例情境和决策进行多角度、多侧面的分析与思考，以引发和促进我们班主任面对复
杂的教育情境，做出更专业的思考。
    “综合评析”是该册主编或特邀专家、班主任对这一教育事件决策处理过程的综合分析与评说，包
括从操作角度对这种决策利弊得失的评析与具体的改进建议，以及对相关问题的理性思考。
    “拓展案例”是围绕主案例延伸的一组相关的案例，也许是不同处置不同效果的变式，也许是处置
不当的反例，以激发读者更深入地思考。
    “相关资源”有的是同类事件的成功经验和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资料，有的是相关的论文、研究报告
，还有的是提供参阅的书目或网页。
    “学员作业”是作为班主任培训时，要求学员必须或选择完成的。
    这48组案例（全套教程共6册，每册书包含8个专题，每个专题下各有1组案例），为我们班主任同行
处理或解决各种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的空间。
它可以帮助我们预设各种可能发生的问题，一旦这类问题发生时，可以有更充分的准备和更冷静的判
断；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自己曾经经历过的同类事件和问题，通过“无声的对话”，省思自己的经验
教训，提高我们的决策应变能力。
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追求卓越，永远是一个过程。
    一个好的班主任案例一般应该具备四个要素：    A．故事性：有背景、情境，有生动曲折的细节，有
冲突悬念，引人人胜（不能只是活动的计划和方案，也不能平铺直叙）。
    B．丰富性：围绕决策，有多种选择的两难困惑，以及多种预判，耐人寻味（不只是一个成功的经验
和具体做法、技巧）。
    C．教育性：至少有一个明确的教育主题，从中引发读者深入思考，给人启迪（不只是就事论事，
而应上升到教育的“基本面”上来思考）。
    D．开放性：要有问题，有争议，有引发争论的空间和看点，便于讨论（不过于封闭、简单或过于
圆满，让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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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教程导读主编寄语专题1　学年开始专题2　编排座位　专题3　布置教室　专题4　选班委会专题5　制
定班规专题6　家校联系专题7　评价评奖专题8　学年结束编后语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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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1 学年开始　　一、制定目标书，埋下希望的种子　　又是一个新学年的开始，每个学生脸
上都写满了信心与希望。
　　面对五年级的学生，我在黑板上写下了：“胸中没有目标，一根稻草压断腰；胸中有了目标，泰
山压顶不弯腰！
”　　“同学们，在新的学年里，你们将为自己定下一个怎样的目标?”　　静静地思考片刻之后，教
室里一句句充满信心的话激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　　“我还想继续当一名全优生，我有信心！
”　　“虽然上个学期，我什么奖状也没有得到，但我想，我要从做好每一次作业，写好每一个字开
始，争取使自己能在期末得到一张奖状。
”　　最后，我把设计好的空白目标书郑重其事地发给了学生。
我告诉他们，不需要长篇大论、言辞华丽，制定目标要切实可行，而且它将成为你这个学期努力的方
向。
　　学生们慎重地写着：　　“做一个诚实、踏实的孩子。
每一次考试都争取90分以上。
每周家校联系单中批评栏里都没有自己的名字，而表扬栏里都要有自己的名字。
”　　“我的学习不能落后了，落后就会让大家嘲笑，还要向奖状进攻。
字要写端正，写得大一些。
”　　学生们写好后纷纷交了上来，我又特意在教室的后墙上开辟了一个目标栏，把学生的个人目标
与班级的集体目标都挂在了上面。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地方成了孩子们下课经常聚集的地方。
　　我看到，48颗希望的种子已经悄然埋下。
　　二、重读目标书，纠正偏离的航线　　一段时间过去了，曾经的雄心壮志渐渐地在消退，有的学
生也渐渐淡忘了自己立下的目标——这是意料之中的，也是必然的，毕竟他们还是孩子。
但是，我知道，在必要的时候，目标书还是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的。
　　果然，那一次，一向被我们班学生称为“班中一霸”的小明又一次对同学无理至极，被欺负的同
学甚至敢怒不敢言。
有学生向我报告了，我一时非常气愤。
每个学期，他的这类事总是层出不穷，而且，他还会公然向老师挑衅，绝对是个“刺头”学生。
但我依稀记得他曾在新学期的目标中写下了“要学会宽容别人，要学会忍耐”之类的话。
好，就这样——　　我把他叫到讲台前，请他找出自己写的目标书，然后告诉他：“在新学年开始的
时候，你发自内心地在目标书上写下了什么？
你就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读一读吧。
”　　他手拿着目标书，不肯读。
毕竟，他还在气头上，不过，他的面部表情已不再写着“愤怒”了，而是夹杂了几丝“尴尬”。
性格暴躁的他同时也是一个很爱面子的男孩子。
此时，他怎么好意思读呢?　　我请了一位同学帮他读。
当读到最后一句“我希望能用我的大度重新换得同学们的信任，争取能评上‘全优生”’时，同学们
都把目光投向他，而此时他开始了低声的抽泣。
　　我趁机给他找了个台阶下：“我知道，当小明在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是诚恳的，是真心想改变自己
‘霸道’的臭脾气的。
只不过，当他面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时，他忘了自己立下的誓言，一时没有控制好自己。
对吗，小明?”　　他的眼泪告诉我，?今天的一番谈话比以前的任何一次急风暴雨般的责问都更有效
果。
事后，当他在路上碰到我，果然没有像以前挨批评后所表现得那样冷淡，并且有意回避，而是很真诚
地问了声：“老师好！
”　　三、回顾目标书，重扬前行的风帆　　一个学期很快就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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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的“全优生”评选，我想改变以往的做法，我让每个学生都写一份“竞选‘全优生’的发言稿
”，在班里进行竞选。
　　在学生们动笔写竞选发言稿前，我把他们曾经满怀希望、饱含激情写下的目标书发给了他们。
果然，学生们的表情一个个都变得有些异样。
“这真是自我教育的最好时机。
”我心里暗暗地想。
　　向来做事只有“三分钟热度”的小诣，在看了自己的目标书后，马上抓起笔写到：　　“⋯⋯回
顾这个学期，我十分沮丧，因为我没有努力向目标前进。
我在新学期的第一天，信心十足，就想着拿不到‘全优生’的奖状誓不罢休。
我记得当时我还举起拳头，心里发誓，我非要让家人对我刮目相看不可。
可到了学期快结束的今天，我忽然发现，自己的信心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一贯努力却总
带着点骄傲的小涵是这样写的：　　“我在新学期给自己立下的目标是‘全优生’，我一直在朝着这
个目标努力。
这个学期，我觉得变化最大的是我的性格。
最典型的是那一回——下课时，后面一个同学拿了一个装光盘的盒子来夹我的头发，我没有生气。
同学一时开玩笑，虽然有些疼，但何必计较呢?可当他去夹另外的同学时，那位同学立刻‘火冒三丈’
，结果一场‘世界大战’即刻爆发了。
当时，我就觉得，同学之间还是多一些忍耐和宽容更好⋯⋯”　　同学们的笔还在不停地写着，而我
的思绪却飞远了。
　　在竞选结束后，我将对他们说：要成功，首先必须设定目标，然后集中精神向目标迈进。
而那些中途迷失方向的鸟儿，总是在突然醒悟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又错失了一个美好的季节！
但是，及时地调整自己的方向，还是能找到一片属于成功者的芳草地的。
　　自定目标对学生的触动这么大，“全优生”成为班上人人的期待。
不过“全优生”是一个有名额限制的奖项，毕竟永远只是极少数学生能够获得的奖项。
如果多数人的努力都没有能够如愿以偿，这种努力还会持续吗?为什么总有些学生努力一阵之后信心就
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我的思考回到了现实⋯⋯　　在下个学期的第一天，我还将在黑板上写下：“胸中
没有目标，一根稻草压断腰⋯⋯”接着该写些什么呢?我继续思考着⋯⋯　　对话班主任　　主持人：
梁老师，我想问问您，案例中班主任对于小明和小诣的做法，您怎么看?如果是您，您会怎么对待这两
位学生?　　梁秀丽：案例中提到对小明的处理意见，我觉得班主任做得还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对于小诣的处理，我觉得里边有两个明显的失误，第一个失误就是学生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
而不是一元化的。
全班学生一个目标都是争“全优生”，而“全优生”的名额又非常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不太适合小
诣，这个目标定得可能比较空泛，比较大了，不切合实际。
如果小诣以及其他学生都能制定符合他自己实际的目标，全班的目标就比较多元了。
第二个失误，我觉得班主任对小诣的指导过程是不够的。
因为让学生定目标只是起始的第一步，目标的达成更重要的还是在具体的落实上。
所以班主任要及时地纠正和调整学生的目标和做法，这样就会避免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产生沮丧心理
。
　　胡颖：我想补充一点，刚才您说这个教师对小明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
因为小明性格比较暴躁，他制定目标说我要学会宽容，要改掉这个毛病，但实际上当他又一次欺负人
时，教师采取的方法是请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他开学初定的那个目标读给大家听，他很霸道，但又
很顾面子，当然不想去读了。
然而教师又让其他同学替他读。
我觉得这个环节处理得不太恰当，因为毕竟孩子是有自尊心的。
其实教师可以在私下结合目标去跟他谈，让他在认识上有了一定的提升以后，再去逐渐地改变现状，
我觉得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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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在制定目标方面，从多年的工作经验上看，您二位一般会怎么做?　　梁秀丽：班主任教
师在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首先要提出班级的建设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不是由教师一个人来完成的，
应该是让全班同学参与，一般是由班干部重点负责的。
在这个基础上提出班级的总目标，然后还要把它分解为学期的长远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有了班级的目标以后，才能提学生的个人目标。
我觉得这个案例中，教师让48个学生写个人目标，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没有提到班级的总目标，就
有些不妥了。
　　主持人：应该先有一个总目标，然后再考虑个人目标。
　　梁秀丽：是的，在学生个人目标制定方面，我觉得也应该按照班级总目标设定个人长期目标、中
期目标和短期目标。
因为我做班主任时间比较长，我现在在思考，高中三年应该可以把它分为六个阶段，这六个阶段中每
个阶段的目标实际上是不太一致的，比如对于高一新生，从初中到高中我们可以把这个阶段叫做过渡
期，在过渡期定的目标和高三学年结束或高考前的冲刺期定的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教师定
目标一定要针对学生的实际。
每个学生都在这种情况下定自己的目标，定出目标只是起始的第一步，很重要，但实际上真正地落实
目标，才是最最重要的。
举例说，高三最后一个学期是冲刺期，那么从“一模”开始到“二模”直到最后的高考，我们每个学
生都要有高考目标，奔哪个大学去这是最重要的。
同时我们还要有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我的“一模”目标是什么，我的“二模”目标是什么。
定完目标以后，我们还要指导学生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
对每一个学生而言，目标的落实都是很细化的。
尤其到后期，我们会细化到每一天的目标是什么，怎么做，落实后让学生在记事本上一项一项勾划掉
。
这样的话才能确保在短期目标实现的基础上，去实现中期目标，中期目标实现了才能实现长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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