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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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基础教育学生发展与教育指导纲要》全书分为四编，共十四章，主要探讨了当代中国社会转
型中的儿童发展问题，儿童成长中的学校教育使命，一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四年
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学生工作管理策略与班主任工作智慧等内容。
　　《新基础教育学生发展与教育指导纲要》适合从事相关研究工作的人员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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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背景与现状导言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性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一、社会生产及生活方式转
型与儿童发展二、社会结构变迁与儿童发展三、中国家庭结构和教养方式变迁与儿童发展四、社会文
化生态复杂化与儿童发展第一章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儿童发展问题一、现实中的丰富认识二、认
识的路径与方法三、聚焦当代儿童发展的基础性问题第二章　儿童成长中的学校教育使命一、现状的
透析二、“新基础教育”学生工作重建的研究基础第二编　指导思想与路径分析第三章　指导思想一
、坚持学校转型的整体视野与对学生生活的教育自觉二、形成生命成长的全程综合意识，聚焦学生的
成长需要三、实现成长教育系列性、有机性和活动的育人价值四、追求班主任与学生工作负责人自身
成长及其工作方式的转型第四章　路径一、班级领域T作二、校园文化建设三、社会文化资源的开发
四、学生工作内部及其与学科教学的沟通与融合第三编　学生成长需要与学生工作改革第五章　一年
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一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
第六章　二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二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
三、工作策略第七章　三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三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
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第八章　四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四年级学生发展特
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第九章　五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五年
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第十章　六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
设计一、六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第十一章　七年级学生成长需要
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七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第十二章　八年
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八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点三、工作策略
第十三章　九年级学生成长需要与教育系列活动设计一、九年级学生发展特点及成长需要二、工作要
点三、工作策略第四编　学生工作的管理与研究策略第十四章　学生工作管理策略与班主任工作智慧
一、学生工作管理策略二、班主任工作智慧结语　“新基础教育”学生工作研究策略一、在研究中推
进改革实践，提升理论认识二、鼓励、支持各学校的自主研究与实践，提高介入质量三、提供多样的
载体，促进高质量互动四、加强制度建设，积淀实践改革成果五、融人生命成长共同体，实现共同成
长附录确立儿童立场，促进学生主动健康发展基于华坪小学的学生成长系列研究报告常州第二实验小
学岗位教育内容的整体设计以小岗位建设为载体，促进团队衔接班级建设与语文学科的融合与沟通“
我和青春有个约会”主题活动实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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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小队是一家——二年级主题班会活动方案　　上海市闵行区实验小学闵志华　　【活动背景】　
　近两年，学校对各年级学生的成长状态进行了重点研究，确定了各年级学生工作的重点。
我们二年级学生工作的重点是“小队建设”。
我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两个“发现”也印证了这一研究成果目前在本校的可推广性。
　　在上学期末的课堂教学中，我发现小组之间的比赛和教师对小组的评价，比学生个体间的比赛和
教师对学生个体的评价更能激励众多学生。
在与学科教师的交流中，我也听到了对类似情况的反映。
　　我还发现在日常学习、生活中，许多学生更乐意接受伙伴的帮助。
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方面是伙伴之间平等的关系使他们没有距离感；另一方面是他们年龄相仿，相对
而言能力水平也相当，他们之间有更多相通的地方，所以理解问题、解答难题的方式方法更容易被同
伴接受。
　　这些发现使我深深感到小团队对学生成长的促进作用，更让我清晰地意识到进入二年级后应该马
上组建小队，借助团队和伙伴的教育力量，来更好地促进各个层次学生的健康成长。
而且，小队的组建与发展能进一步促进学生个体的社会化发展，是班级团队建设的一个基础；小队活
动的开展还能为三年级中队各职能部门的组建培养人才。
　　在本学期开学后的第三个星期，我就尝试组建以一竖行五六名学生为基数的小队，同时进行微调
，做到男女生搭配合理和各小队力量均衡，在此基础上，尽量满足学生的意愿。
每个小队中都含有各个层次的学生。
　　在给自己小队取名和设计标志的小队讨论活动中，我发现了两个新的问题。
一种情况是有些队员不太愿意接近小队里缺点明显或能力落后的同学。
这种表现是非常微妙的。
在讨论时，只有后进生坐在一边，老师提醒其他队员应主动招呼他一起参加，有队员虽然这样做了但
并不热情。
另一种情况则相反，有些队员总是自己游离于小队之外，大家头碰头聚在一起，他却并不主动凑向前
，队员热情招呼了，他还是那样，好像他并不是这个小队的一员。
我想可能是他对新团体还缺乏归属感吧。
几次的语文学习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出现，这令我着急！
我想，表现十分微妙的“不接受”与“不被接受”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体验，肯定会影响小队成员之间
的友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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