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管理问题研究/当代中国重大教�>>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校管理问题研究/当代中国重大教育问题史系列研究丛书>>

13位ISBN编号：9787534760174

10位ISBN编号：7534760178

出版时间：2010-11

出版时间：大象出版社

作者：王鑫

页数：33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管理问题研究/当代中国重大教�>>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重大教育问题史系列研究丛书”是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方晓东研究员主持的全国教
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当代中国重大教育问题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本研究从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的教育问题入手，追根寻源，梳理这些问题的历史发展过程，分析其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研究这些问题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并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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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上篇：学枝常规管理问题篇第一章 学校管理的继承与发展第一节 我国学校管理的产生与发展一
、学校管理理论及其学科的产生与发展二、我国近现代学校管理的产生和发展三、我国近现代学校管
理研究的繁荣四、我国现代学校管理跌入低谷五、我国现代学校管理重新起步第二节 学习苏联学校管
理的经验与教训一、新中国学校管理学习苏联溯源二、高等学校办学模式学习苏联三、中小学管理模
式学习苏联四、学习苏联教育的经验与教训第三节 传统学校管理的批判与继承一、传统教育思想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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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校管理改革的使命二、树立现代学校管理思想三、学校管理改革呼唤高素质的校长第二章 学
校领导体制的历史沿革与发展趋势第一节 学校内部领导体制的历史与现状一、学校领导体制的意义和
作用二、学校内部领导体制历史变革三、外国学校内部领导体制的改革第二节 委员会制与—长制的交
织一、委员会制与—长制的优缺点二、委员会制与—长制的实施条件第三节 校长负责制的探索与实践
一、校长负责制的含义二j校长负责制的酝酿与初步探索三、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的特点四、学校内
部领导体制改革的初步成果五、学校内部领导体制改革中的问题与对策第四节 学校组织机构的职能与
改革一、学校组织机构的职能二、学校组织机构的种类三、学校组织机构的改革第三章 校长的培养与
提高第一节 校长职务的专业化历程一、校长职务的专业化历程二、促进校长专业化的重要举措第二节
校长职级制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一、中小学校长级别现状及问题二、校长职级制理论研究三、校长职
级制实践探索四、实施校长职级制的建议第三节 校长培训中的问题与思考一、校长培训问题的提出二
、校长培训的逐步规范三、校长培训中的问题四、校长培训的思考与建议第四节 校长权力的透视与矫
正一、法律赋予校长的权力二、校长权力失衡的透视三、根治校长权力失衡的对策第五节 外国中小学
校长职权管窥一、美国校长的权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变化二、英国中小学校长是教师身份但权力
在扩大三、法国中小学校长具有双重作用四、德国中小学校长双肩挑、待遇高第四章 教师管理的历史
，现实与前瞻第一节 教师社会地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一、教师社会地位的检视二、切实提高教师地位
，使理想变为现实⋯⋯下篇：学校管理难点问题透视篇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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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注意力的培养　　注意是对事物的定向活动，是主体在一定时刻对某种客体的活动指向和
集中。
注意分无意注意和有意注意。
无意注意是由事物的特点引起的，不需要特别去培养。
需要培养的是有意注意，无论学习或者工作，都需要注意力集中、稳定，同时，又能适当地分配和转
移。
教师的作用就在于：要求学生在学习前准备好一切物品的前提下，培养学生采取积极的态度，把学习
看做是获得知识的机会；限制注意力的转移，不理会周围的噪声；使用记号的方法，当注意力分散时
，在纸上做一个记号，这样做的本身就是提醒自己回到学习中来；不要与饥饿作斗争，饥饿是一种基
本而固执的生理状态，想克服它毫无意义，先吃饱饭，再来学习。
　　（6）观察力的培养　　观察力是一个人智力发展的起点，观察是认识世界、增长知识以及发明
创造的重要途径。
一个人的观察力是在后天的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教师要善于培养学生从小养成善于观察的习惯，要带着问题去观察，要坚持写观察日记，运用多种器
官去观察。
要教会学生采用自然情境中观察与实验室中观察、直接观察与间接观察、参与性观察与非参与性观察
、结构式观察与非结构式观察等培养观察力。
　　（7）记忆力的培养　　心理学实验表明，在提出明确的记忆任务时，80010的受试者能正确记住
要记忆的材料；而不提出任务时，只有43%的受试者能够记住要记忆的材料。
所以，培养学生的记忆力，教师要给学生提出明确的记忆任务；机械记忆与理解记忆相结合；培养学
生多种感官并用能增强记忆效果；变换多种记忆方式，如朗读、默读、默写、背诵、回忆、复述、练
习等，增强记忆效果；提出过渡学习，即使能百分之百地正确回忆之后，还要继续学习，以增强记忆
效果；采用特殊记忆法，如最佳时间记忆法、系统记忆法、歌诀记忆法、兴趣记忆法、复习记忆法、
联系记忆法、形象记忆法、比较记忆法等。
　　（8）思维力培养心理学家发现，人的思维能力与使用哪一个脑半球来思维的倾向性密切相关，
右脑半球基本上以一种总体认知的方式来处理信息，因而常用右脑半球思维者属于直觉者，表现出来
的是直观实在的技能；左脑半球则以透视方式处理信息，因而多用左脑半球者属于推理型，表现出来
的是语言逻辑技能。
　　（9）创造力的培养　　创造力是未来人的基本特征。
教师在培养学生创造力时，必须做到善于、敢于发现并提出问题。
鼓励学生形成求异思维的最好的方法，就是坚持做到一题多解；还要唤起学生的好奇心；积极组织学
生参加课外科技活动；尝试创造技能，如改一改现有物品有无其他用途等，都有利于学生创造力的培
养。
　　2.课堂学法的培养　　课堂学法主要包括怎样听课、怎样记忆、怎样提高语言水平、怎样做好课
堂笔记、怎样做作业、怎样对待错题、怎样复习等。
　　（1）听课方法　　学生的学习活动主要在课堂，而课堂学习的基本形式是听课。
听课是获取知识、培养能力极其重要的渠道。
培养学生听课能力要从三个方面人手：一是认识课堂结构，抓住关键环节：抓导入，听出中心；抓新
授，筛出重点、难点、最深感受点；抓练习，举一反三；抓小结，加强评点。
二是以听为主，多种感官协同作战。
听课的基本要求是听清楚、听明白、听完整，把昕看、听想、听说、听答、听读、听记紧密结合起来
。
三是广开渠道，多搜集信息。
读书、听讲是课堂学习的两个渠道，自学参考书、听学生答问和讨论等都是获取信息的渠道。
摄取信息多，掌握信息精，库存信息牢，听课效率自然就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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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记忆方法　　记忆是由识记，保持、再忆和重现等几个基本环节组成的。
其中“记”是外界信息在大脑中储存、编码的过程；“忆”是在大脑中提取信息的过程。
在教学过程中，为了强化“记”，以及有效地“忆”，必须对学生进行科学方法的指导。
指导学生记忆的方法很多：理解记忆法、机械记忆法、意义记忆法、联想记忆法、系统记忆法、归纳
记忆法、分类记忆法、对比记忆法、形象记忆法、图表记忆法、整体记忆法、部分记忆法、集中记忆
法、分散记忆法、特征记忆法、重点记忆法、尝试记忆法和趣味记忆法等。
教师尤其要教会学生使用尝试回忆的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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