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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活动就没有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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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的教育功能

•兴趣：因活动特性而增强

•体验：因真切触动而深化

•交互性：集体活动促成经验分享与相互学习

•自主生成：因活动中的反思而自主建构

•行为转化：因情感触动而改变态度

强化行为动机，促成主动行为



•把老师告诉学生的话变成他们自己的
真实体验

•把老师要灌输的观念变成学生自己悟
出来的道理

•把老师反复的要求变成学生自己自觉
的习惯

以活动为载体的教育策略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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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班会



• 主题班会是在班主任的主导下，全体同学共同参与的，为解决班
级中的教育问题围绕某一教育主题而开展的集体教育活动。

• 主题班会体现班主任的育人能力

• 主题班会彰显班主任的教育智慧

• 主题班会是班主任要认真研究的专业课



试着给自己开过的主题班会打打分。

写出自己班会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



一堂问题主题班会课的问诊与症候

•大

•多

•快

•少

•短

 目标太大
 内容太多、
 节奏太快
 参与太少（学生）
 体会时间太短（学生）



班会的问题与应对

• 目标大

• 内容多

• 活动节奏放慢

• 学生参与活动机会增多

• 体验时间延长

• 聚焦问题

• 系列设计



主题班会的设计与实施过程

提炼
主题

确定
目标

组织
实施

拓展
深化



提升主题班会的有效策略

聚焦

变式

深化

提升



聚焦：提炼主题、确定目标

•聚集班级中的具体问题

•聚焦学生的阶段性年龄特征

•聚焦“情”“理”“行”的目标重心



变式：间接导入策略与活动形式创新

•间接导入的恰当运用

•课堂“问答式”的突破

•价值澄清策略的借鉴



直接
导入

导入形式

间接

导入



16

价值澄清



价值澄清策略的活动变式

1.简单、自
由的选择

2.充分的
交流与
分享

3.重新审
视并作
出判断

4.再次做
出自主
选择



深化：促成深度参与提升活动实效

体验性

交互性

生成性



提升活动育人实效性的关键要素

体验的深
刻性

学生间
交互性

现场的
生成性



微班会案例：一张餐巾纸引发的血案



提升：主导作用与价值引领

•画龙点睛——做好最后的总结发言

•构建“大棋局”——双减与实践活动深化

•班本课程——让活动在带班育人方略中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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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提升

凸显主题

深化体验

定向引领



总结提升的策略

•尝试使用设问句

•把道理变成故事
•让学生自己得出答案

•努力实现自主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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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教学

社会实践 主题班会 家校沟通

文化建设



带班育人：构建班级管理的“大棋局”

班主任依据学生成长和发展需求。参
照学校的办学理念，制定自己的班级教育
目标，系统筹划班级各项工作，有计划分
阶段地落实教育计划，实现教育目标，通
过班集体建设，文化建设和系列活动设计
进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和可
持续发展的行动研究过程。



带班育人的教育特性

方向
性

计划
性

系统
性

集体
性



“双减”与主题班会的教育效果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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