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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基础教育”成型性研究丛书》（以下简称《成型性丛书》）是“新基础教育”系列研究的
第三套丛书，也是反映“新基础教育”系列研究成果的最后一套丛书①。
这一研究长达15年，由探索性、发展性和成型性三个内在相连相关又不断发展的阶段组成。
三套丛书都是经过5年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积聚而成，它们是“新基础教育”研究共同体的集体
创作，是华东师范大学课题组成员与全体试验学校领导和师生在研究中贡献的智慧结晶。
我作为课题组总负责人和华东师范大学“新基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借丛书出版之际，向为这项研
究作出持续努力的全体课题组成员表示最深切的敬意和谢意。
没有大家的全力合作，这项研究本身，甚至成果的形成都是无法进行的。
　　《成型性丛书》由7本著作组成。
它是前两套丛书的延伸、提升，标志着共同主题研究的相对完成。
与前两套丛书相比，本丛书鲜明地表达了“新基础教育”研究的成型性特点。
《成型性丛书》可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新基础教育”成型性研究报告集》虽然只是一本书，但它是5年研究在不同层面和方面
研究成果的精华式的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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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基础教育”丛书由叶澜教授领衔主编,由7本专著组成,包括1本成型性研究报告集,6本指导纲要,
分别涉及语文、数学、外语教学改革,学生发展与教育、学校领导与管理改革、教师发展等方面。
丛书深刻揭示了学校教育的价值和办学理念之“魂”,与学校各种机构、活动、人员之“体”的内在关
系,建构了“魂体相附”、“形神皆备”的当代中国学校内涵发展的理论。
     本书分三编对“新基础教育”学校领导与管理改革的国内外背景及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学校改革实
践与主要经验、改革的阶段进程与实施要领进行了全面而概括的阐述，并穿插了成型性研究阶段十余
所基地学校提供的管理改革与领导发展方面的丰富案例。
这一文本对于今后愿意在“新基础教育”理念下开展整体性、转型性变革研究与实践的学校来说，应
该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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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发展　　一、转变校长角色，更新管理观念　　二、发展领导团队　　三、在反思重建中实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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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另一所学校在系统思考本校发展规划如何落实时，关注到纵横两方面的情形。
纵向上，他们特别注重计划中各阶段的延续性和可拓展性；横向上，他们意识到计划的落实，并非由
一条条直线贯穿而成，而是需要形成一个关系到校内外方方面面的综合网络体。
因此，他们强调分工合作，除了建立正式的日常化联席会议制度外，更注意鼓励教工组成自发交流协
作的非行政小群体——“专业社群”，通过这种非行政组织使教师主动参与学校工作。
自2004年以来，“学生成长策划组”、“读书研究会”、“学校管理沙龙”、“科学艺术活动小组”
等专业社群陆续成立并经常开展活动，有些教师还通过校园博客，组织跨学科、跨年级的小型主题研
讨等活动，群策群力，落实学校的发展计划。
　　在一次课后闲聊中，大家谈到学生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上课时主动举手的人数就明显减少，到四
五年级，大多数孩子就不肯主动当众发言。
究竟是什么原因？
难道真是孩子成长的规律？
这个问题，被提交到三四年级的语文专业社群讨论。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交流看法，将不同年级、不同孩子的表现进行了比较，发现其实年级越高，学生
想提的疑问越多，只是我们没有提供适合他们心理的表达形式，也没有保护他们超越文本的想象权利
，所以，造成了“没有问题”的假象，一到考查，就会“问题成堆”。
因此，教师们决定进行“如何培养中年级学生质疑能力”的初步研究，并确定三四年级的语文教师独
特的研究目标。
针对这一目标，这个专业社群分步骤开展了研究。
①　　（二）设立情趣组织　　学校除创设自愿组建的课题组、为完成某项任务或研究而组建的项目
工作团队等非行政组织之外，还可以授权教师组建一些因为有相近的专业兴趣爱好而形成的情趣组织
。
这样的情趣组织，可以采用较为松散的形式，由教师自主组织和运作；学校不必提过多正式的要求，
只需提供适当的时间、空间和经费等方面的资源，提出诸如在一学期内形成一定的文化作品（不一定
是正式的案例、论文，可以采用各种艺术表达方式）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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