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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小班化》

内容概要

本书介绍了高中小班化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初步实践方法，展示了我国高中小班化教育的最前沿成果。
作者从高中小班化教育的发展流变、课堂教学、班集体建设、实践实施流程等方面，深入浅出地结合
实践经验进行论述。本书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和一线教师提供了小班化教育研究的基本理论依
据和实际操作经验，具有最直接的参考意义。

Page 2



《高中小班化》

作者简介

王星，1980年出生，江苏无锡人。2003年起任教于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自从教以来相继获得江苏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先进个人、江苏省高中语文课程教材改革实验工作先进个人、江苏省语文学科优秀
青年教师等省级荣誉称号。担任多年小班班主任，所带2008级毕业班获得“无锡市先进班集体”称号
。
在教育工作中专注教学、重视科研，在古诗教学、作文教学、信息化网络教学、小班化教学等方面有
特长。长期担任教育网站站长，积极参与编写教育相关书籍。主编《文章写作与修改（读本）》《志
鸿优秀教案（苏教版、人教版等）》《最时文（青春阅读）》《考试高手》《高考题型》等10余本书
籍，参编专著《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设计透视与导引》。在全国各种教育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论文40
余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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