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课程主题：主题班会的有效设计与实施

授课专家：迟希新

授课时间：2022 年 7 月 5 日

【内部文件，严禁传播】



1

目 录
CONTENTS

平台介绍 / 02

专家介绍 / 04

现场直击 / 05

课程金句 / 07

课程大纲 / 08

思维导图 / 11

精品讲稿 / 12

版权声明

课程报告属明德云内部学习文件

仅供 VIP 客户学习，请勿外传



2

█ 平台介绍

明德云学堂 教师专业成长智库

明德云以科技赋能教育，是教育数字化内容和平台提供商。

明德云学堂是明德云旗下专注教师专业发展的在线教育智库，聚焦前沿教育

理念，秉承“助力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品牌使命，通过系统的培训体系、高端的

培训内容、精细的培训服务与在线学习平台有机结合，推出“个性选课，集中学

习；线上内容，线下服务”的特色师训学堂，以面向未来的培训理念和方式，致

力于打造优质前沿的线上教师培训平台与教师终身学习平台。

· 课程架构

双线发展：“专业精深”与“格局视野”双线学习路径，培养复合型教师人才

分层分类： 构建分层分类系统化培养体系，加强专业纵深，助力全员持续成长

提高站位

拓宽思维

格
局
视
野

立足本岗

专业精深

学校发展

中层管理

班级建设

学科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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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内容

明德云学堂抛弃浮躁的碎片式培训和短期式培训，坚持系统性、持续性的课

程编排，以“线上直播，名家引领，分层学习，集中研讨”的教学模式，提供

50节高水平优质课程。

主题一
格局
视野

1 最新国际形势

主题二
办学
治校

1 学校规划管理与校长领导力

2 当前经济形势 2 课程与教学领导力

3 如何提高心理抗疫力 3 学校德育管理策略

4 2022 全国两会看教育 4 自媒体时代舆情应对

5 中共二十大精神解读 5 学校法律风险防范

6 教育数字化转型 6 学校校园安全管理

7 传统文化传承 7 教育评价体系构建

8 双减政策落地 8 学校文化建设

9 五育并举（体育） 9 引领教师成长

10 五育并举（美育） 10 名校建设经验

11 五育并举（劳动） 11 中层干部执行力

12 芬兰的现象式学习 12 中小学党建

主题三
德育与
班级
管理

1 师德师风

主题四
教学与
课程
建设

1 项目式学习（PBL）

2 班级管理 2 教师微型课题研究

3 班级活动 3 有效教学与有效学习

4 学生德育 4 校本研修

5 问题孩子教育 5 课堂改革

6 打造魅力班会课 6 合作学习

7 积极心理教育 7 深度学习

8 名班主任实践 8 思维育人

9 家校共育 9 教育科研

主题五
新教师
培训

1 新教师基本功 主题六
教师职
称评定

1 论文写作与发表

2 教师专业成长 2 如何开展课题研究

主题七
学生
教育

1 励志教育 主题八
家长
教育

1 “双减”后如何做父母

2 生命教育 2 亲子沟通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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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校长学院）教授

 德育与班级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北京市中小学德育专家资源库德育专家

 教育部名校长领航工程学术导师

 北京市名校长工程学术导师、北京高校教学名师

 教育部“知行中国-中小学班主任教师培训项目”班主任学科特聘专家

 相关介绍：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学校道德教育、发展心理学、中小学班主任培

训。多次承担教育部“国培计划”班主任培训示范项目，并多年承担北京市

中小学骨干班主任培训项目，具有丰富的教师培训项目设计管理和校本教研

活动案例研修经验。

迟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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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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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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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导入部分：以活动为载体的教育

（一）活动独到的育人价值

■ “I do and I stand”

■ 克伯屈学习理论

（二）活动的教育功能

■ 兴趣

■ 体验

■ 交互性

■ 行为转化

（三）以活动为载体的教育策略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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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分：主题班会

（一）主题班会的问题与应对

■ 问题：目标大、内容多

■ 应对：聚焦问题、系列设计

（二）主题班会实施过程

■ 提炼主题

■ 确定目标

■ 组织实施

■ 拓展深化

（三）提升主题班会的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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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提炼主题，确定目标

■ 变式：间接导入策略与活动形式创新

■ 深化：促成深度参与，提升活动实效

■ 提升：主导作用与价值引领

第二部分：价值澄清

价值澄清策略

■ 简单、自由的选择

■ 充分的交流与分享

■ 重视并作出判断

■ 再次做出自主选择

第三部分：带班育人

（一）带班育人的教育特性

■ 方向性

■ 计划性

■ 系统性

■ 集体性

（二）带班育人中的活动“拼图”

■ 教学活动

■ 主题班会

■ 家校协同育人活动

■ 综合社会实践活动

（三）凸显活动育人中学生的主体性

■ 学生体验在先，教师讲解在后

■ 学生发现在先，教师指导在后

■ 学生选择在先，教师引领在后

■ 学生困惑在先，教师指点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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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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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迟希新：主题班会的有效设计与实施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如何设计和实施主题班会。大家

都知道，主题班会是我们对学生进行教育引导的一种重要载体。上好主题班会课

也是班主任需要具备的关键能力。那么，要把主题班会设计好，让它有教育实效

性，我们从理念和方法上该有什么样的创新和突破呢？

主题班会是活动育人理念的具体体现。因为班级里面不仅仅有主题班会，还

有实践活动以及其他类型的教育活动。那么活动为什么能育人呢？活动育人到底

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前苏联的教育学家苏霍姆林

斯基曾说：“没有活动就没有教育。”为什么没有活动就没有教育呢？按照苏霍

姆林斯基的观点，不管在小学还是中学，如果把活动从教育当中剔出去了，那么

这个教育是不可想象的。换言之，活动是教育的重要载体。

活动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活动育人和一般的教育途径到底有什么不一

样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英文教育格言——“我听到的会忘掉，我看到

的能记住，我做过的才真正明白”。我觉得这句格言在某种程度上说出了活动育

人的特殊价值。“I do and I stand”——我做过了才真正明白，这就是活动

最独到的育人价值。教师可以把一个道理灌输给学生，也可以用唠叨的方式让学

生记住，但是这可能没有让他自己体验后，自己把事想明白来的更有教育效果。

举个例子。我待的项目学校是个城乡结合部的学校。我们前段时间做了一个

课程开发，叫“重建暑假生活”。我们想把暑假生活变成一个活动课程。我们把

这个想法和家长说，家长特别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城乡结合部的家长们都

是做生意的，一听说让学生多进入家庭生活，在家里多干点活，他们就特别开心。

孩子们也积极响应，制定了各自参与家庭生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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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过后，学生回到了学校，我们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交流分享活动。我去听

了孩子们的分享，我发现孩子们这个假期过得的确不一样，他们有了很多的发现

和感动。我记得一个初一的男孩，他的发言题目是《我帮爸爸卖西瓜》。他爸爸

是卖西瓜的，他跟着他爸爸卖了一个假期的西瓜，所以他就分享这个假期卖西瓜

的生活。他说第一个感觉就是高兴。为什么高兴呢？因为全家人都高兴。他说原

来爸爸妈妈脸上没有这么多笑容，但是这个假期，爸爸妈妈脸上总是带着笑。为

什么呢？他说很简单，因为卖瓜挣钱挣得多，全家人都高兴。他说他更高兴，因

为特别有成就感，以及他的劳动，也给家里带来了快乐。

男孩第二个感觉是卖瓜真辛苦。原来他看着爸爸在那一站，收钱卖瓜很简单。

他跟着爸爸卖了一个假期的西瓜下来，发现远远没有想象中轻松，早晨三点半就

得爬起来，跟着爸爸去批发市场批发西瓜，中午睡不了觉，疲惫不堪，但还要站

着卖西瓜。孩子还发现爸爸没有原来有力气了。他说原来爸爸搬起一筐瓜来就可

以放到车上去，现在爸爸做不到了，必须他给爸爸搭一把手，才能把一筐瓜搬上

去。他很感慨，说爸爸好像真老了。男孩发现爸爸真老了，干不动活了，就觉得

自己该帮爸爸干点事了。

分享会里，男孩还说没人来买瓜的时候，他自己也在发呆，想自己来干啥呢？

他说，将来我也像我爸爸一样卖一辈子西瓜吗？他说他不想卖一辈子西瓜，他的

理想是研究航天。男孩说航天可太有意思了，航天飞机、火箭，想想就有意思。

他说，考大学一定要考航天专业，而且他不仅要研究航天，还要挣更多的钱，为

爸妈创造更好的生活。

这是暑假孩子的发现和感悟，展现出了融理想教育、感恩教育、生涯规划的

教育效果。但这些不是我们灌输给他的，也不是逼他记下来的，而是他自己感觉

到的，也就是前面所说的，“I do and I stand”——我做过了才真正明白，

体现了活动独到的育人价值。

当然一个英文格言不足以印证活动育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那么我们从心理

学的理论出发再印证一下活动育人的价值。我们一起来看看克伯屈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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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克伯屈好像有点陌生，但我说杜威，大家立刻可能就想起来了，而克伯屈是杜

威的学生。克伯屈说学生的学习有三种，主学习、副学习以及附加学习。这三种

学习指的是什么样的学习呢？首先，主学习是学生掌握教学大纲所指定的知识和

技能，是学校里最重要、最主要的学习。学校有教学大纲、有课本、有课时，老

师来给学生上课，这个叫主学习。副学习是什么呢？克伯屈认为是学习者在学习

过程中不经意间获得的知识和技能。那是怎么个不经意间呢？举个例子，暑假来

了，家长可能领孩子出去玩，假装领孩子到了海边来玩，孩子没看过大海，到了

海边，玩得欢天喜地，连书都没带，但学习很有效果。孩子没见过这么多的鱼类，

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贝壳，在玩的过程中他认识了很多鱼类贝类，在海洋馆里也学

会了很多的海洋环保知识、海洋科技知识。在玩的过程中，孩子没努力也没用心，

甚至都没怎么费力气，克伯屈把它叫做副学习。附加学习是学习者在学习过程当

中所形成的态度，所收获的一系列感受、体验。说实话，以前我们可不把这个当

学习，在很多人眼里，这个也不是学习。比如说我们让学生把唐诗宋词背下来，

让他默写，写得很对，我们觉得这个有学习效果。学生在家里不会做饭，让她在

家里学会做饭，这也是学习。但是克伯屈说附加学习才是更重要的学习，一个人

感受、体验、经验的变化，一个人态度的改变，才是更重要的学习效果。

要没有附加学习，我们就没有办法培养一个人良好的个性品质，没有办法去

培养一个人的心理素质。换言之，我们的德育、心理教育、养成好习惯的教育都

需要附加学习。来看看刚才我讲的“我帮爸爸卖西瓜”的案例，孩子的很多收获

是不是都是附加学习呢？他感觉到爸爸不容易，觉得爸爸老了，知道自己将来得

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不仅自己要生活，还得要孝敬老爸老妈。这些态度和感受的

变化其实就是附加学习。

副学习和附加学习更多的是和活动关联在一起的。我们说的不经意间是不是

活动当中的不经意间？一个人感受、体验和经验的变化是不是因为活动当中的体

验而生成的呢？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慢慢就看到了活动的教育功能。活动一定

比看书本有意思，对于学生的兴趣也有着直接影响，学生的兴趣会因为活动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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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增强。体验，我们听个故事可以是体验，看一个 PPT也可以是体验，但是

它可能没有我们在实践中真切地接触了这个事情，例如像刚才我们说的卖了一个

假期的西瓜那样的体验深刻。所以说兴趣会被活动提升，体验也可能被活动深化。

交互性。班级里的活动不是一个人的活动，是集体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孩

子们会有感悟，经验，他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分享。另外，在活动中没准还发生矛

盾，甚至吵架打架了，这都是交互性学习。他们自己就慢慢的把矛盾解决了，实

现自主构建。什么叫自主建构呢？就是学生是自己把这事想明白了，不是我们强

制他接受的，也不是我们灌输给他的。

最后一个，因为情感触动而改变态度，进而强化行为动机，促成主动行为，

这就是行为转化。情感是一个人的认知和行为之间的重要中介要素。还是卖西瓜

的案例，孩子之所以深切地触动，有真实的感悟，是因为男孩觉得他爸爸的生活

很辛苦，觉得爸爸这么操劳，我该为他做点事了，甚至想到要用好成绩来回报爸

妈，让她们开心。这就是因为感恩情怀而产生的强大动力。

在座的各位老师，特别中学老师，一定得琢磨一个事情，那就是学习的动力

到底从哪来？大家看我手里的这杯水，要往这个杯子里倒水，必须得把杯盖打开，

不把杯盖打开，水就没法倒进来。学习也一样，让学生主动学习，让他克服各种

困难自己专一的学习，那一定有一个强大的动力支撑他，要没有那个动力，辛苦

的学习是没法进行的。而我们的活动就是去找到这个动力。这是不是就需要变革

我们的教育理念，更多的转向以活动为载体的教育策略呢？

变革什么呢？第一，把老师要告诉学生的话变成他们自己真实的体验。我们

把很多话告诉学生，不可能都变成体验，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把重要的话变成体验

呢？有些事我们不能直接告诉孩子，就必须得让他自己经历一次。如果平时没有

时间领着学生去体验，假期来了变成假期生活的体验可不可以呢？老师没时间组

织，可不可以变成家长组织的体验？显然这都是可以的。

第二，把老师要灌输的观念变成他们自己悟出来的道理。这个“悟”字，就是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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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我们说的自主建构，不是别人逼着我，而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是我自己想明白

的道理。提供一个活动的场景，让学生把我们要灌输给他的东西，变成他自己想

出来的东西。

第三，把老师反复地要求变成学生自己自觉的习惯。小学阶段是培养学生好

习惯的重要时期。那么这个好习惯怎么巩固下来，变成稳定的长期的习惯呢？这

就需要活动来巩固了，说教是不行的，一定要在真实的情境当中才能巩固。在项

目学校里，学校要求学生在学校里面一定不要乱扔垃圾，垃圾都要扔到垃圾箱里。

在学校里面孩子都做得很好，但到外面就不行了。为什么呢？他们去外面做研学

实践活动，孩子们发现外面没有垃圾箱，很多孩子手里拿着矿泉水瓶子，拿着果

皮纸屑，没地方扔，没地方放，拿着拿着就拿不住了，看着路边有自行车，就想

塞到人家车筐里了。

但是这怎么行呢，这可不是文明行为，我们就让孩子自己想办法。孩子们说，

这样，我们每人出去都带个方便袋，把自己没有办法扔掉的垃圾，就装到垃圾袋

里拎着它，这样就不用手拿着了，实在找不到地方，把方便袋装书包里给它背回

来再扔掉。这是不是就是让学生在情境中学会思考、解决问题？以活动为载体的

教育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入脑入心的教育。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例子，这是 2017年最感动我的生活瞬间。也因为这个

事情更坚定了我的教育判断，让我坚信体验教育没有错，活动育人更科学。

2017年，我到山东威海讲课，下午上完课了，我看时间还早，不急着去机

场，我决定在海边转一转再去机场。在海边的时候就碰见了一个女人，我从她身

边走过去的时候，看到她脚底放了三堆水果，我能猜出来，这一定不是吃的水果，

而是祭拜亲人的水果，可能是亲人在这片海域里失去了生命。之所以这样猜，是

因为我从她身边走过去发现她已经不年轻了，头发是染黑的，大概有五十五、六

岁的样子。我看她可能年纪大了，站一会就站不住的样子，但她不走也不坐下，

换个姿势还在那站着。



16

我绕了一片海滩回来，过去了半个小时，那人还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注意

了这个女人，但我必须离开这个海滩，得去机场了，这时候已经过去了一个多小

时，但是这个女人还一个人站在海边。我不可能去打扰她，也不可能和她去讲话，

但去机场的路上，这给女人的影像一直在我脑海里，让我感慨了很多，感动了很

多。感慨什么呢？第一，一定要珍惜亲情。亲人才会对你这么好，别人可能不会

这么想念你，她们是你最亲的人。第二，一定要珍惜自己。要好好活着，别给亲

人这样的伤痛，别让他们这么难过。要没有这个生活瞬间，我会不会有这么多感

动呢？未必有。我们作为一个成人都会因为生活的场景引发很多情感的波澜，生

成很多关于生活的发现和思考。那成长当中的孩子，他们更有可能让他们在经历

的事情过程当中，形成他们对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对亲情的理解、对责任的理解，

对自己未来前途的想法。这可能是活动育人更重要的价值和理由。

图 1 海边的女人

活动育人的讲了这么多，那在实践当中，我们就有理由去完成这种转变，把

教育的事件拉长一点，把教育的节奏放慢一点，让教育在活动当中发生，不要在

说教当中发生。这样的活动理念，需要渗透到我们班级教育的方方面面。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班会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活动。班主任有很多活动要去组织，

如学科实践活动、家校协同活动、体育活动如运动会等。而更有方向性的、有计

化的围绕一个主题开展的活动，那就是我们的主题班会。主题班会是在班主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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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下，全体学生共同参与，为解决班级当中的教育问题，围绕某一教育主题而

开展的集体教育活动。班主任是主导者，但不一定是主持人，因为有的主题班会

是学生做主持人，但是主题班会一定是聚焦问题、解决问题的活动。我们用 45

分钟的班会时间把教育问题看清楚、想清楚，把它认识透彻，最终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在此过程中，可能实现了认知的目标，也可能实现了情感的目标，甚至

还会有一些行为方法的改变。

主题班会体现班主任的育人能力。班主任不是一个简单的组织者、管理者，

而是一个教育者，他担当着班上学生的教育任务。班主任怎么来育人呢？途径有

很多，但是主题班会一定是最重要的教育引领。此外，主题班会可以彰显班主任

的教育智慧。语文老师可以通过语文课堂证明他的教育能力，或者彰显他语文教

学的艺术。那班主任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他也可以通过一堂主题班会课彰显

他的教育理念，体现他的教育创新和艺术。我们会看到，同样的主题班会，开会

的方法千差万别，效果也大相径庭。所以说主题班会又是我们班主任要认真研究

的专业课。这也印证了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有着特殊价值的。

因此，接下来围绕着我们今天的讲座主题，我想给听课的老师留两道题，促

进我们之间的交流对话。第一个题是我要求听课的老师试着给自己开过的主题班

会打分。第二个题是写出自己班会当中存在的三个突出的问题。我这打分没有标

准，是打一个班会教育效果的印象分。假如说是 100 分的话，你觉得你开过的

主题班会能打多少分呢？各位老师试着的心里打一打，不用说出来。第二个问题

大家也想想自己在班会当中存在的突出的教育问题。我想在座如果是班主任老师

在听课的话，那当你看到我这个问题时，一定能会想到很多问题。我们的主题班

会开完了以后不是过眼云烟，需要我们经常去总结反思。我要求大家试着写三个，

你会写出哪几个关键词来呢？我希望大家试着完成这个作业。

我经常看别人的主题班会，在项目学校里，我还要亲自给学生上主题班会课。

那么，我在班会的研究当中也发现了很多问题，今天把我的发现和大家一起分享

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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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班会课会有很多问题，突出问题是这样五个字，“大、多、快、小、短”。

这指的是什么呢？是目标太大，内容太多，节奏太快，参与太少，学生体验的时

间太短。目标太大是我们班会特别突出的问题。前段时间我的这个项目学校要搞

班会的设计，因为疫情过了以后，学生回到学校里面来集中上课。孩子们回来以

后，老师要开一堂主题班会课，交流假期的生活以及在家里上网课的收获。再一

个孩子们这么久都没见面了，他们互相都很想念，让他们好好交流一下。

我让每个老师都设计几个主题班会的方案，我让他们把方案交上来，我看一

下。一个老师的方案发给我一看，我立刻就返回去了。我说这个方案可能不合适，

我觉得要重写，老师也很激动说，迟老师你也太武断了吧，你连看都没看，你给

我返回来了。我说，我一看题目就不行。

这老师的班会题目是什么呢？是“疫情以后让我们学会怎么做人”。大家觉

得这个题目大不大？我认为不是一般的大，教会学生做人，可能整个的学校生活

都不一定教的会，我们一堂班会课 45分钟怎么能教会学生做人呢？这么大个主

题，大家想想要有多少内容，在家里怎么做人，在学校里怎么做人，长大怎么做

人，朋友当中怎么做人，我觉得 45分钟一定说不完。

有一句话叫贪多嚼不烂，内容一多，你想快点，要不然这班会课 45分钟就

上不完了。节奏太快，就像走马灯一样演节目一样，一个接一个老师，唯恐班会

上不完，学生参与很少，都成了老师的一言堂。另外学生体会时间也很短，因为

你给他太长时间，这课又上不完了。

那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这就涉及到了我们班会的设计问题了。目标太大，

我们就要把它缩小一点，聚焦问题。比如刚才那个题目，“疫情以后让我们学会

怎么做人”，怎么做？人太大，那我们可不可以缩小一点？疫情以后，让我们学

会做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可不可以呢？这比原来就缩小多了，责任心还有点大，

可不可以再聚焦一点呢？在疫情期间，居家期间，和爸爸妈妈每天朝夕相处，看

着爸爸妈妈操劳很累，孩子也觉得真的该替爸妈分担一点了，在家里也得尽点责

任才行。那可不可以说疫情以后我们在家里面怎么担当责任，做个在家里面有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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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担当的人，这是不是做得更小了？

除了目标缩小，我觉得需要把范围也要缩小。那有的老师会说，我就觉得教

会学生做人这个事很重要，我很想在主题班会中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内容太多，

该怎么办呢？对此，我们可以做系列的设计，我围绕着怎么教会学生做人的大的

主题，开三次甚至五次主题班会，对这个大目标进行拆分。那我们就可以发现什

么呢？这个目标越粗，聚焦越小，其实这个班会可能越有时效性，越能把问题讨

论清楚。内容太多以后，把它做系列的设计，也是我们在班会也设计可以优先考

虑的问题。目标大、内容多的问题解决了，我觉得后面“快、小、短”的问题相

对就好解决了。因为问题聚焦的越小，内容就少，活动的节奏就放慢了，节奏放

慢，学生就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我们的课堂讨论当中来，体验时间也延长了。

这是不是就呼应了我们提出来的让学生自己去体验，让学生自我自主建构的

活动育人理念呢？班会当中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上完一次主题班会课都会

发现问题，没有一个主题班会课是完美无缺的。我上完主题班会课我觉得就尽善

尽美了，不用动了，但是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你自己觉得不错了，别人看完了

以后还可能给你提不同的意见，你觉得这个方案做法很好，人家还可能给你提一

个更好的做法。所以说我们的主题班会课真的需要用研究的视角去对待它。

那么要如何设计和实施主题班会，才会有更好的教育效果呢？大致需要哪些

阶段和步骤呢？我个人认为可以分为这样四个步骤。提炼主题，因为你班上存在

这样或那样的教育问题，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炼主题。提炼主题就是刚

才我说的目标要确定下来，目标的大小，目标是什么，班会要达到什么的教育效

果等等。确定了目标之后，接下来就是组织实施，在 45分钟之内要完整的开展

下去。最后一个步骤叫拓展深化。为什么要加上这个步骤呢？因为一堂主题班会

课只有 45分钟，很多行为转化的目标没有办法在班会当中实现。比如说爱国的

主题班会让学生爱国，在班会课让学生自我建构与行动转换能做到吗？那不一定。

这需要在后面的实践活动来落实这些目标。所以说班会还有拓展深化的步骤。围

绕着这几个步骤，怎么设计和实施主题班会，在此过程中有哪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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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和大家分享一些我的想法和经验。

我提出了“聚焦、变式、深化、提升”四个关键词，我也把它称为提升主题

班会设计和实施有效策略的八字策略，这八个字我希望大家把它记住。首先，聚

焦是提炼主题、确定目标。聚焦就是把焦点一点点缩小，让主题别太大，让目标

更明确，这是我们聚焦的含义。在聚焦当中也要有很多问题要去考虑，我觉得有

三点是优先要考虑的。第一个，聚焦班级当中的具体问题。第二，聚焦学生年龄

阶段的特征。第三，要聚焦“情、理、行”的目标重心。我简单解释一下，聚焦

班级当中的具体问题很重要，这是我们主题班会的出发点和依据，主题班会就是

要解决班级当中的教育问题。

在班级中有些问题是长远的问题，比如要给学生做理想教育，或者学生还没

到青春期，我们觉得要做青春期的预防工作，我们要让学生认识到自己到了青春

期这个阶段了，我们会面临什么样的变化，该做好什么样的心态和角色调整，这

就是长远的问题。

那么这样的话，主题班会在主题上就可以分为问题类的主题、发展性的主题

以及事件计划性的主题和偶发性的主题。计划型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做好计

划了，比如说我准备在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开一个感恩父母的主题班会，或者我们

特别注重生态文明教育，那我就准备在植树节开展主题教育，这些都是我们设计

好了的。但是大家知道教育它不都是设计好了的，不是像拍电视剧一样，拿个剧

本，按部就班进行就行。教育没有那么简单，很多教育问题是突发的。而且学生

对突发的事件也特别感兴趣，那我们是不是有理由也有必要，围绕着生活事件、

教育事件甚至安全事件开一次主题班会？比如学校里面出现了溺水事件，虽然把

人救起来了，但是学生吓得够呛，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我们可不可以围绕着这个

安全事件开次主题班会？这样的话，我们的主题班就会更聚焦问题，更有时效性。

第二个我说要针对学生的心理发展的年龄特征，据此来提炼和选择主题。图

2中可以看到，孩子从婴儿期到成年期的过程。事实上，这个成长过程不是像左

图那样爬坡的，而是要像右边的图分成一个个台阶，慢慢向上走。这告诉我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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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心理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它虽然整体的趋势是上升的，但这过程不可能是个

斜坡，它一定要像台阶一样分成一个个的阶梯。在右图中，假如第一个台阶是幼

儿园，第二个台阶是小学，第三个台阶是初中，第四个台阶是高中，它每个阶段

的特点是不同的，每个阶段的发展任务也是不同的，我们关注的问题重心也是不

同的。作为教师，我们要认真研究学生的阶段特征，如果没有多时间和精力去了

解所有年级的阶段特点，那么一定要把自己眼前学生的年龄特点搞清楚。

图 2

我们依据学生年龄特点开展教育，对于主题班会来说，在表现形式上、内容

上就会有不同的展现。怎么做呢？我们要做到“近、小、实”，避免“高、大、

空”。“小”是指切口要小，聚焦的问题的切入点要小。我们的主题班会要贴近

生活、真实自然、聚焦实际，而是假大空，脱离实际。另外，主题班会的主题表

述也和“近、小、实”有重要关系。主题的命名就像文章标题，但是又有所区别。

文章标题可以很长，很深奥，但是班会一定不能这样，班会主题的表达要尽量做

到通俗、简练、生动、口语化，吸引学生的兴趣，否则这班会极有可能开不成功

或者教育效果不好。

我们来看几个案例，图 3是几个老师拟的主题班会题目。其中有一个“我

帮老师选男友”，一看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学生还没开班会呢，就已经被吸引了，

更有了探究的兴趣。这是一个真实的班会案例。年轻的女老师发现班上的孩子们

开始有点早恋的苗头，但老师又不想把这事说破，因为她们还不是真正的早恋，



22

只能说是私下的好感，老师就是要让这种好感尽量维持在好感的水平上，不再产

生其他的什么东西。因此，老师决定开主题班会，引导和提醒孩子们。这位女老

师刚刚毕业，还真没有男朋友，所以她就想做这么个有趣的活动。她说，我真想

找男朋友了，但是我不知道该找个什么样的，大家给我出出主意。孩子们觉得有

趣，一起帮老师选。有的同学就说到要有房子的，有车的，要长得帅的，还得有

钱的等等。围绕着孩子们提出来的标准，老师让他们看看现实当中的爱情和剧本

里的不一样，和电影里的不一样，我们要真的有那样的能力和实力，有那样的资

本，去给你爱的人提供他想要的东西。在这里，老师很巧妙地告诉孩子们，他们

还没到谈恋爱的年龄，在趣味活动中实现了入脑入心的教育。

关于案例具体内容我就不再说了，具体说说这个标题。我相信如果我是学生

的话，我一看这标题我就愿意开这个主题班会。“我给英雄写颁奖词”，大家看

是不是也很有味道呢？我们要做英雄教育，用英雄人物来教育学生。那我们怎么

去教育他们呢？让他们举手宣誓说，我要学习英雄，那这个主题班会一定搞糟了，

变成了说教灌输。但是如果让孩子们试着给英雄写颁奖词，他们在做功课的时候

就会发现更多让他们感动的地方，情感触动后形成深刻的记忆。其他的标题也是

一样，我们发现这标题越“近、小、实”，越趣味性，越口语化，其实它表达的

就可能越贴近学生的生活。

图 3

第三个聚焦是聚焦“情、理、行”的目标。一个主题班会可能分成几个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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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比如有认知的目标、情感的目标、行为的目标。通过主题班会，让学生

们把道理看清楚了，把问题认识得更深刻了，这是认知目标。比如感恩教育的主

题班会、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题班会，它都需要激发学生的情感，学生很感动，情

感有深刻的触动，这是情感目标。行为目标就是学生落实在行动上该怎么做。我

把这三个目标称之为“情、理、行”的目标。

那么一堂主题班会课，要不要把这几个目标都实现呢？45分钟，我一个目

标是 15分钟，面面俱到，会不会很科学呢？我觉得未必。这样容易变成什么呢？

面面俱到，但是样样蜻蜓点水，无法深入下去。因此，我们需要进行主题设计，

如系统整合的设计、实践深化的设计等。也就是说，这堂课实现不了的认知目标，

我在下面的课程可以去实现。比如说行为的目标，我在课上根本没有设计，我准

备在实践当中去深化，这样可不可以呢？显然是可以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记住不必把主题班会变成“麻雀”。我们经常说，麻雀虽

小，五脏俱全，但是我们不要把主题班会变成麻雀，把“情、理、行”的目标面

面俱到，但实际上可能都难以实现。

另外，思辨型的主题班会课也未尝不可。现在很多学校的老师都在搞思辨型

班会课，我这个班会上没有行为目标，就是通过大家辩论，通过大家的价值澄清，

把问题搞清楚。这样的班会也同样是可行的。行为目标可以在实践活动中拓展深

化。刚才我们讲了主题班会上没有充分实现的行为目标可以留到后面的课堂去，

实践活动就是一个很好的实现行为目标的课堂。

第二个关键词是变式，变式里面涉及到的什么主要内容呢？变式就是活动形

式的改变，活动形式的变化，我们简称变式。其实严格一点说，它是思维心理学

的术语，但是在这里我们进行借用。变式主要涉及两点，间接导入策略和活动形

式创新。第一点是间接导入的恰当使用。一个班会在正式开始之前是需要老师导

入的，但间接导入不是直接写在黑板上，也不是直接用 PPT打出来。如果直接

写黑板上或用 PPT打出来，它就变成直接导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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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式的另一方面，就是课堂“问答式”的突破。教室是有局限的，桌椅你不

能给它搬到外面去，因为一会还要接着上课，所以你不可能在教室搞一个大型的

室外拓展活动。那么，教室里面的局限就让主题班会经常出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呢？那就是老师提出问题，学生回答，老师问一个学生，学生回答一个问题，最

后老师做总结。显然，这样的主题班会就十分呆板，因此我们要学会突破。

变式的最后一个就是在主题活动创新当中，我们不妨多用一用价值澄清的策

略。这是我觉得在变式当中班主任要特别重点关注的三个问题。接下来我们一个

个来了解。

第一个，间接导入。大家都用过什么间接导入的形式呢？用过图片吗？用过

视频吗？用过情境剧吗？其实这些有趣的导入都是间接导入，与我们直接写在黑

板上或直接用 PPT打出来是不一样的。

我们来看看一个案例。我给三年级的学生上过一个叫“做细节中的文明人”

主题班会课。学校的校长和我商量说，迟老师，我们在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教育，你能不能给我们学生上次主题班会课，让我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的

文明主题。我觉得这个文明太大了，需要把它缩小一点。因此我就设计了这堂课。

但问题是，我觉得做细节中的文明人很重要，但孩子们一开始并不感兴趣。直到

后来我的活动有趣了，他们才参与到活动当中来。

第二次上这堂课，我是在哈尔滨的学校上的。我对孩子们说，迟老师从北京

过来给你们上课，还带了一张北京的照片，大家一起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学生说，

这谁不知道呀，这是天安门广场。我说，你们认出来了太好了。我天安门广场干

什么呢？他们立刻就想到了说，升旗。那我说，还干什么呢？有的同学说在这阅

兵。那我说，你们再往下看是在干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好像是在迎接外国重要的

客人。我说天安门广场经常干重要的事情，你们接着再往下看，这些人在干什么

呢？学生说，清理口香糖。我说很多人吃口香糖吃习惯了，吃完就往地下吐，吐

到天安门广场上。这就把天安门广场弄得很脏。天安门广场是我们中国的门面，

是我们中国的第一广场，脏了一定不行。所以叔叔阿姨要在那辛苦的一点一点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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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口香糖。孩子们也没有想到，难道一个口香糖有这么大的危害吗？当时我正好

带了一瓶口香糖，我说这口香糖你们吃没吃过。学生有说吃过，有说没吃过。我

说我得找个同学来试试，吃完这口香糖怎么把它扔掉了才行呢？一个小男孩跑过

来了说，老师，我给你试一下吧。

孩子拿过去把口香糖放到嘴里认真嚼了嚼，然后吐出来用包装纸把它包好再

丢进垃圾桶里。这位同学认真给我们讲说为什么扔到垃圾箱之前用纸包上，这是

因为口香糖太黏，不小心就又粘的到处都是，没准就黏到天安门广场上来了。我

说，该不该给我们同学鼓掌点赞呢？孩子们都说该鼓掌点赞。然后我又问，为什

么要鼓掌点赞呢？孩子们说，因为他吃完了以后还用纸把他包上再扔掉。我说，

没错，就是因为这么一个细节让我们天门广场更干净了，也让我们变得更文明了。

然后我对孩子们说，我今天的主题班会就要让大家从这些小事做起，做细节中的

文明人。

大家看到现在为止，我的标题才出来，绕了一圈子花了 5分钟，但我觉得

这五分钟特别值得，让孩子们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不仅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

关，还挺有意思。其他的我就不在细讲了。在这里，我给大家提个小建议，做个

有心人，把身边的图片，手机里的短视频多留下来一点，它可以成为我们导入的

重要素材。有些东西是特别有启发意义的，大家做一个自己的资源库，把这些东

西留起来。

导入以后，我们要试着用价值澄清的方法去改变这种问答的方式，因为一问

一答它显得特别乏味。那怎么去突破它呢？价值澄清是个很好的策略。什么叫价

值澄清？大学里哲学老师告诉我们，有种理论叫价值澄清理论。其实这个策略经

常会在教学设计当中使用。我给大家讲一个教学设计的模型，大家就对价值澄清

有更直观的理解。这个课叫了解与尊重，最初老师搬出来四个礼物，让孩子来选。

这四个礼物分别是智慧、健康、财富、友谊，让孩子自己来选，看他选哪一个礼

物。孩子选完了以后都有自己的道理，但是它有一个提示板出来，提醒孩子们听

听别人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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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提示板告诉孩子们先别着急反驳，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的想法。这其实

也回应了这个主题，让学生学会了解与尊重。也是在提醒孩子们，倾听别人，不

随便反驳别人，这其实也是尊重别人。孩子们经过讨论，经过和别人比对，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时候他对自己的选择可能看得就更清楚了。

接下来的环节是什么呢？小朋友听了同学的报告，是不是觉得别人说得很有

道理？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会改变吗？大家看有两种情况，第一，我的想法不

会改变，我就选我的了，我和别人一比较，我觉得我的更对了。第二，我会改变，

因为我通过和别人比较以后，这个四个礼物，我觉得我可能不选财富了，我要选

健康，或者原来我选健康，现在我准备选智慧了。那大家看，不管选第一个还是

第二个，这都是孩子真实的想法，这就叫价值澄清。从这个案例中，价值澄清的

特点和流程也可以总结出来，一是让孩子自己选，二是让孩子交流，三是让孩子

重新审视并作出判断，四是让孩子再次自主选择。这是价值澄清的基本特点，也

是基本的活动模型。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让学生自己做出选择。老

师是个引导者，不是让学生按照老师的答案去做，而是让学生自己做出选择，试

着自我探索。我们不要小看这么一个两次选择的过程，这让学生说了真话，做了

自己想做的事。另外它也把老师那种一问一答的方式突破了。

第三个关键词深化。深化是指促成深度参与的深化，是提升活动时效性的深

化。很多老师也提到，班会好像走过场，感觉好像准备得很充分，但实际上演了

个节目就算过去了，学生没有什么深刻的体会。那问题出现在哪里了呢？这就在

于我们活动的体验性不足，交互性不够，生成性自然也不强。

体验性是什么呢？孩子真实的参与活动，有了深刻的体验和感悟。交互性是什么

呢？是学生之间的经验交流分享的交互性。生成性则是班会活动结束以后生成的

效果。如果我们原来都没想到还会有如此深刻的触动，有了我们原来根本都没计

划的发现，那么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深化。

在我们的班会当中，我们可以围绕着这三个特性，做出很多针对性的设计来。

我们围绕着一个案例来讨论一下，因为这三个特性这么说太抽像。有一个素材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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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餐巾纸引发的血案，以它为素材来设计微班会。大家知道微班会它和我们正

常的班会不一样。比如刚才我们讲的班会一般都是 40 分钟、45 分钟，但是微

班会一般不会超过 20分钟甚至 15分钟。如果我们依托这个案例来设计设计个

微班会，那就得考虑到刚才我们说几个特性。案例详情如图 4。

图 4

这是一个真实的法治案例。依托这个法治案例，我们来设计一个微班会。这

个微班会当中凸显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的特性，体验的深刻性、学生

的交互性、现场的生成性。我把这个案例的素材给大家了，大家会怎么设计呢？

今天可能没有充分的时间来讨论这个内容，因此我把它以一个作业的形式留给大

家。给大家几个提示，除了考虑到刚才我们说的特性，还要解决这样几个问题。

第一个，确定主题的方向。主题可以往各个方向去引导。文明素养教育可不

可以呢？说话和别人沟通要文明礼貌，有了文明礼貌就打不起来是吧。可不可以

是情绪管理控制呢？这两人的脾气都很火爆，我们真的有时候会情绪失控，教会

学生在这种情境下控制情绪很有意义。还有没有别的呢？其实还有，比如说法制

教育可不可以呢？不管你怎么怒愤怒，你一定不能做出违法的事情来。确定主题

的方向，再去写出目标。在制定活动的过程中，就涉及到了你怎么让学生有真切

的体验，在活动后怎么有生成性的效果，在这个活动过程中怎么让学生去分享交

流经验体会。这些都是我们在活动设计当中要考虑的深化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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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怎么实现呢？有什么活动形式呢？老师想没想过用情境剧的方式，一定

想过了。让孩子们试着去还原一下，现场设计一下，他们一定会发挥想象力、创

造力，把这个过程表现得很真实，也很有趣。还可以让不同的学生来试试，换一

种做法又是什么样的呢？甚至两个角色还可以交换一下，或者两个小组交换一下。

让他们看看，在不同的情境当中，不同的做法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在活动过

程当中学生就深切地体会到活动的意义。

我们以一个微班会为案例，不足以覆盖全部的交互性、生成性、深刻性等教

育特性。但是通过这个案例让老师看到什么呢？就是在一个班会活动设计和选择

过程当中，要考虑到如何通过这三个特性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如果都是老师

问，学生答，都是老师讲话，学生在下面听，那根本就没有主体性可言。

深化的另一个方面是提升活动的实效性。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离不开手机，我

们网上有丰富的视频资源和图片资源，那么它也一定会进到我们的主题班会里来。

比如我们老师经常会用图片、视频作为班会的内容资源，比如老师会给学生看视

频、看图片来取代老师的说教。那怎么去深化这个教育效果呢？这里面我觉得有

这么几个细节问题，在用视频、图片资源的时候需要关注一下。

第一个就是图片的展示要与文字的解说有机结合。有的老师把图片拿出来给

学生看，问学生说，你对这图片有什么感受？老师没有引领，没有指导，那么这

个效果可能就会有差别。我们看一个案例，这是油画家罗中立成名作，叫《父亲》。

假如我现在把父亲抹掉，让你给他一画起个名字，你觉得其他的名字有父亲好

吗？比如叫种田人行不行，也可以吧，甚至叫陕北农民也可以，但这些都没有父

亲好。大家想想它好在哪，我想是这个语词就更能够触和拨动人的心弦。很多人

看这个油画的时候就可能会把这个饱经沧桑的形象和自己心中的父亲去对接，我

们看到的更多是背后的父爱，此时父亲这个词语就起了特别好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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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我们再来体会一下语词的指导作用。这是希望工程摄影家谢海龙早年的作品。

在一个破旧的教室里，老师背襁褓当中的孩子在上课。记者抓拍到了这个镜头，

要让你给这个照片起个名字，你觉得叫什么名字好呢？谢海龙起的名字是“摇篮”，

大家就这个名字好不好？这简直是特别精彩。知识的摇篮，人生的摇篮，老师用

奉献精神和爱，给孩子们提供了一个成长的摇篮，很有味道。

后来我关注这个作品在国外展出的时候，它的英文名字是“a primary

school in a village”，意思是一所乡村小学。大家看还有中文名字里体现的

那种氛围和内涵吗？这时候词的指导作用体现出来了。

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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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幅国画作品，是国画大师李苦禅先生的《秋趣图》，寥寥数笔，但勾

勒出了秋天的收获。但是《秋趣图》的英文怎么翻译呢？“vegetable”，蔬菜，

大家看还一样吗？虽然画还是原来那个画，但是语词的指导作用变了，语词的指

导方向变了，你对这画的理解和感受的程度就变了。所以为什么在把图片给学生

看的时候要多做点口头言语或是书面言语的指导呢？道理就在这里。

图 7

我们回过来看看视频的分段裁剪和参与性问题设计，这是我们使用媒体资源

时候的一个特别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把一段视频给学生看，看完了以后，老

师提出个问题让学生来讨论，或者是说一说看这个视频有什么感受。大家发现虽

然这里面你用了视频，但是形式又变成了老师问，学生答，学生的主体性仍没有

真正得到凸显，学生的参与热情可能也没有那么高。我们怎么处理呢？我的建议

是试着把这个视频给分段裁开。把它拆开以后，就会有对不同结局的思考。比如

从这拆开了第一段后面是什么样的结果呢？让孩子猜一猜。孩子猜完了以后，我

们看是不是这样的结果呢？然后接着往下看。是这样的结果，那再猜猜最后的结

局到底是什么呢？孩子们会很有兴趣的猜这个结局。那看看和你们结局是不是一

样呢？猜对了呢？很简单的一个裁剪设计，但是与一整个视频相比，学生的参与

的程度不同，参与的热情不同，当然教育效果最终也不同。

再有一个就是给图片和视频配上背景音乐，这也是很巧妙的做法。图片和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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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它都会凸显一个情感氛围，这里面有人情感的触动，也可能有情感的波澜。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背景音乐凸显，说不定就会有升华的效果。大家看现在手机里

的抖音也好，手机的图片也好，经常会有制作者插进来的背景音乐。背景音乐不

同，你的感受不一样。所以大家不妨试一试，甚至还可以把这个工作交给学生来

做，让他们给视频加背景歌曲。在这个过程当中学生们的感受性、体验性肯定更

深刻了。

这是一组图片，主题是什么呢？说说老爸老妈的城里生活。通过这些经典的

图片，让留守在家的孩子看看爸妈可能在过的都是什么样的生活。要没有这个图

片，没有图片下边的文字，孩子的理解和感受可能未必有那么深刻。爸妈的城里

人当得并不轻松，但是爸妈以孩子们为荣，只要和别人说起，父母在外面再苦再

累也会露出会心的微笑。因此，图片也好，视频也好，多一点后期处理，我们的

教育效果就会更加深化。

图 8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提升，讲的是教师的主导作用的与班会课的价值引领。怎

么提升？首选是最后总结发言的提升，我把它叫做“画龙点睛”。班会最后结束

的时候，老师要站起来做总结发言，总结发言做得好，可以凸显主题，深化教育

效果，给孩子更好的方向性的指导。

另一方面还要提升什么呢？提升实践深化的效果。现在我们的教育面临着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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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这也给我们教育带来了重要的契机。什么契机呢？是实践

深化的契机。主题班会时间有限，很多行动的目标没法实现。但是双减给我们倒

出来了足够的教育时空，我们就可以把班会上实现不了的目标放到实践当中来，

这也是一种深化和提升。

那么怎么才可更好的进行提升，强化主题班会的教育效果呢？

第一个就是尝试使用设问句。设问句就是问了以后要回答。在总结发言是，

设问句提的问题就是孩子思考的方向，老师的回答就是给孩子们的引领和解读。

第二个就是把道理变成故事。进行总结发言，提升主题的时候，我们要避免

空洞，避免说教和灌输。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妨把道理变成故事。用故事把道理

讲出来，可能更有味道。当道理太抽象时，我们就可以试着就把故事放在前面，

把道理放在后边。

举个例子，我给初二的学生开了一次主题班会，主题是“学会和父母打交道”。

在我做总结发言的时候，我引用了《礼记·孝经》当中的一句话，“孝子之养也，

乐其心，不违其志”。什么是孝子呢？就是让父母开心，不拗着他们做事，就是

孝子。这句话讲给八年级的学生听太抽象了，于是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很感动我

的故事，我希望也能感动学生。这个故事是说在一个牙医诊所，一个中年人领着

妈妈来看牙，妈妈牙都掉光了，儿子想给他换满口的烤瓷牙。烤瓷牙是很贵的。

儿子让医生拿了价目表读给妈妈听，让妈妈自己来选，妈妈就选了一个最便宜的。

医生说，这个不好，选进口的效果会好一些。妈妈说她就要选这个最便宜的。儿

子也不拦着妈妈，让妈妈选了最便宜的牙齿。然后妈妈掏出个手绢包出来，坚持

要自己掏钱，儿子也不拦着，让妈妈自己交了钱，旁边的顾客都挺气愤的，觉得

这个儿子不怎么孝顺。

儿子和妈妈出了诊所，大家就在责骂这个儿子，正责骂时，儿子回来了。他

说，我求求各位医生给我帮个忙，把我妈妈的换那个最贵的、质量最好的牙。他

说，要替我保密，不要告诉我妈妈，因为她会生气的。他说，我今天我不仅要把



33

我妈妈的牙治好，还让她开心啊。医生们很感动，又问，为什么还让你妈自己交

钱呢？儿子说，我妈妈手里攒点零花钱，她说今天一定要把它花掉。我也不想拗

着我妈妈。上班会课是，这样讲给学生听，就想引出《孝经》里的那句话，“孝

子之养也，乐其心，不违其志”。

我最后告诉孩子们，我说我们到了初中，人家说我们是有逆反心理，浑身是

刺。我们经常会拗着父母做事，让他们很不开心。有的时候我们多体会一下父母

的感受，把我们的刺收敛一点，不拗着他们做事，让他们开心，这也是孝顺。

大家看这样一种总结发言，把故事放在前边，把要讲的道理放在后边，这个

效果是不是会更好？

第三个就是让学生自己得出答案。学生到了初中和高中，都有了自己的判断

力和分析能力。总结发言的时候，可不可留个悬念，让学生自己去探索，去得出

答案？显然这是可以的。这其实也是贯彻我们前面所说的让学生自主建构的活动

育人的理念。

最后一个是班主任的班本课程，让活动在带班育人的活动中发生。班主任可

以尝试以课程的视角来看主题班会，让主题活动在带班育人方略中系统的发生，

有计划的发生。代办育人方略是什么呢？是班主任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内去把

一个班带好，围绕着自己带班的目标、教育的目标，在三年甚至是五年完成班主

任的教育工作。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对我们的主题班会做更全面系统的设计。

带班育人需要班主任谋划大棋局，这场大棋局需要班主任依据学生成长和发

展的需求，参照学校的办学理念，制定班级教育目标，系统筹划班级的各项工作，

有计划地分阶段落实教育计划，从而实现教育目标。实现教育目标需要通过班级

文化建设和一系列活动设计，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个性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这样的行动研究过程就是带班育人，带班育人和一般的教育不一样，它有明

确的方向性。老师要根据班情和学情，在带班时，制定自己的目标，比如把班级

建设成什么样，把学生教育成什么样。这个过程中又体现了计划性和系统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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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生涯规划教育，每个阶段可以围绕着一个大主题，进行不同系列的活动设计。

带班育人不是班主任一个人的独角戏，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整合各个方面

的教育，实现家校协同，有时实践活动都可以融入到带班育人中来。带班育人也

是集体性的教育，即通过班级主题教育更好地凝聚班级精神，让学生对班集体有

更多归属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慢慢地形成了带班育人攻略中的活动拼图—

—教学活动、实践活动、主题班会和协同活动，由此教师就可以围绕一个主题做

系统性设计，做方向性的设计。

在实践中，如果学生有了更多体会，那么主题班会也就有了更好的教育效果。

我们可以运用整合的思路，比如把音乐欣赏和主题班会整合在一起，既完成了音

乐欣赏课，也完成了主题教育的目标，引导孩子发现他们喜欢的音乐和歌词，包

括他们喜欢的偶像，有许多他们不知道的一面。再比如老师可以把作文讲评课和

主题班会结合起来，让孩子写篇议论文，以表达他们对于“幸福不是一切，人还

有责任”这句话的理解，这种班会形式既完成了学科目标，也完成了主题教育的

目标。

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管是整合的方式，还是代班育人的分类、诗词育人

的课程，都聚焦于一个主题，即如何让教育更有生成性效果，如何让教育更好地

发挥启发性、引领性的作用。

教育的核心是什么呢？就是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学记》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句话把学生的主动性演绎得更加深

刻，我也以此语作为本次讲座的结束语。

“道”是引导的“导”，它是个通假字，“道而弗牵”就是引导学生，让他

自己走，而不是牵着甚至拖着学生走。

“强而弗抑”中的“强”是指老师的风头不要盖过学生，主题班会不应该成

为老师的独角戏，学生才应当是班会的主角。

“开而弗达”说明了道理的境界，道理不是讲的次数越多越好，也不是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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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重复就好，好的道理一定有启发性，甚至应该让学生自己在学习中感悟和发现，

最终自己得到答案，这就是刚才我所说的自主建构。我希望我们的主题班会和活

动育人都能彰显学习理念，贯彻学习理念，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主体性，在这个

基础上再发挥老师的引导作用，做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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