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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管理论》

前言

　　世界将在瞬息万交之中把我们带进21世纪。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里，全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科学的信息化、技术的数字化、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元化⋯⋯均是国际社会
发展的基本动向，也体现了21世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其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变化和发展同样呈现多
姿多彩的可喜局面。　　综观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的发展，其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
方面：其一，教育科学以开放的姿态在汲取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原有的单一性
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群星璀璨的教育学科群，如班级管理学、信息素养论、教师教育学、考试学、课
程学、教学科学、教育管理学⋯⋯其二，在立足于教育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教育科学的发展不仅在
内涵上得到了丰富和深化，而且体现了教育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其三，教育科学在近
年的发展过程中，教学科学和课程科学研究成果成为其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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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班级管理论》内容简介：世界将在瞬息万交之中把我们带进21世纪。在20世纪的最近几十年里，全
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学的信息化、技术的数字化、经济的一体化、政治的多极化、文化的多
元化⋯⋯均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向，也体现了21世纪社会的发展趋势，而其中教育理论与实践的
变化和发展同样呈现多姿多彩的可喜局面。
综观20世纪80-9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的发展，其显著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其一，教育科学以
开放的姿态在汲取其他各种各样的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原有的单一性的学科体系发展成为群星
璀璨的教育学科群，如班级管理学、信息素养论、教师教育学、考试学、课程学、教学科学、教育管
理学⋯⋯其二，在立足于教育与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教育科学的发展不仅在内涵上得到了丰富和深化
，而且体现了教育思想和理论发展的时代感和使命感；其三，教育科学在近年的发展过程中，教学科
学和课程科学研究成果成为其新的生长点和发展的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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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诊断性评价中，从评价的目的出发，儿童参与决定新单元的学习目标与内容。也就是说，在诊
断性评价中会发现学习内容中尚未被掌握的部分，那么在新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就必须一面复习一面推
进。该单元的成就目标即使不改变，达到单元目标的过程目标也必须变更。在这种场合，教师不仅设
定目标，而且可以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儿童，并加以说明，然后设定儿童也能接受的目标。不过，即使
在这种场合，也不能设定儿童可以透彻地了解整个单元的学习目标。　　形成性评价又是如何的呢？
在这里，儿童与目标设定之间的关系更加生动活泼。形成性评价是一节课或一个段落的教学结束之后
，评价教师在教学中的指导和儿童的理解程度，并将其结果用于下一个教学设计。形成性评价的结果
，倘若未达到该教学成就目标的儿童很多，则在发生严重错误的场合就得修正目标，改进指导方法，
改良教材。在这里，可以说儿童参与教学设计的道路是敞开着的。在修正教学成就目标的场合，可以
将评价结果反馈给儿童，就修正目标和设计目标加以说明，使儿童接受。如此，目标的修正是依据教
师指导的结果进行的，而不是教师随心所欲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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