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五大幸事 

出生后遇到一对好父母 

上学时遇到一位好老师  

工作时遇到一位好师傅（好领导）  

成家时遇到一位好伴侣  

晚年时遇到一个好子女 



做最幸福的教师  

九江市三中  王荣莉 

“基础教育新课改与高校教师教育” 



一、认识教育，认识自我 

二、做高贵、丰富的教师 

三、做魅力十足的班主任 



一、认识教育，认识自我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改

主要有六大“改变”：  

1、课程目标方面      

      反对过于注重知识传授，强调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
目标的达成。 

  

      如：学化学，过去只是明确地告诉你什么加什
么会产生怎样的反应，现在我们经常不告诉学生结
果，而是让学生自己去做实验，在实验过程中学习、
理解和记忆，体验过程，培养能力，形成正确的思
维方式和价值观。   



  2、课程结构方面 

      强调不同功能和价值的课程要有一个
比较均衡、合理的结构，符合未来社会对
人才素质的要求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
突出的是技术、艺术、体育与健康、综合
实践活动类的课程得到强化，同时强调课
程的综合性和选择性。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改

主要有六大“改变”：  



3、课程内容方面 
    强调改变“繁、难、偏、旧”的教
学内容，让学生更多地学习与生活、科
技相联系的“活”的知识。 

4、课程实施方面 
    强调变“要学生学”为“学生要
学”，要激发学生的兴趣，让学生主动
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学会合作。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改

主要有六大“改变”：  



5、课程评价方面 
    以前的评价过于强调甄别与选拔，现
在强调评价是为了改进教学、促进发展。 
 
    比如，有的学生基础较差但很用功，
只考了58分，没及格，老师可以给他60分
甚至65分，以促使他更有信心地学习。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改

主要有六大“改变”：  



6、课程管理方面 
    以前基本上是国家课程、教材一
统天下，现在强调国家、地方、学校
三级管理，充分调动地方和学校的积
极性，也增强教育的针对性。 

根据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新课改

主要有六大“改变”：  



    从长远看，这一轮高中课改对传
统高中教育模式的冲击是很大的，可
以说是“伤筋动骨”的。但课程改革
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完全“推
倒重来”，需要的是看准方向和坚定
信念。  

突出变化  



    高中新课改“最要害”的变化
是学生自主选课。也就是说，学生
在完成必修课程的基础上，有很大
的“课程选择权”，可以在一定的
范围内“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突出变化  



    为了有利于学生选课，教育部把高中课程分
为8大学习领域：语言与文学(包括语文、外语)；数
学；人文与社会(包括思想政治、历史和地理的一部分)；
科学(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地理的一部分)；技术
(包括通用技术、信息技术)；艺术(包括音乐、美术)；
体育与健康；综合实践活动(包括研究性学习、社区服
务、社会实践)。 
    学生只要“每学年在每个学习领域都获得一定学
分”，至于在一个领域内学哪门课，学生可以选择，比
如可以选语文而不选外语。 

突出变化  



    新课程还将同一学科的内容分为
若干“模块”，教科书也按模块编写，
一般一个模块36学时、2个学分。学生
选思想政治，还可进一步选《经济学
常识》模块，或选《生活中的法律常
识》及其他模块。用学分来描述学生
的课程修习状况，其实也是为了与学
生选课相适应。 

突出变化  



    学生自主选课，这是最大的亮点，也是最
大的难点！这其中，有高中学生自身的问题，
比如高中生对社会的了解不深，人生规划的意
识和能力不强，不知道自己今后想干什么、能
干什么，因此也就不知道该选什么课；有家长
的问题，家长期望的未必是孩子喜欢的，选课
时听谁的？有学校的问题，学生想选的课，学
校的师资、设备、场地等都能满足吗？还有社
会的问题，相对统一的高考，就业形势的严峻，
无法让学生“想干啥就干啥”。 

课改难点  



    所以，新课改的方向是对的，
需要努力去追求，但在短期内完全
“达标”是不现实的，说“课程改
革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是有道理
的。 

课改难点  



1、新课改应遵循基础性原则 

遵循原则   

2、新课改应遵循开放性原则 

3、新课改应遵循民主性原则 

4、新课改应遵循个性化原则 



2012年新课标地区（含“新课改”）（总计：23个） 

第一批：山东、宁夏、广东、海南（2004年进入改革，

2007年高考） 

第二批：江苏（2005年进入改革，2008年高考） 

第三批：浙江、安徽、辽宁、福建、天津（2006年进

入改革，2009年高考） 

第四批：北京、陕西、湖南、黑龙江、吉林（2007年

进入改革，2010年高考） 

课改地区  



第五批：山西、江西、河南、新疆（2008年进入改革，

2011年高考） 

第六批：河北、湖北、云南、内蒙古（2009年进入改

革，2012年高考） 

第七批：四川、甘肃、贵州、重庆、西藏、青海

（2010年进入改革，2013年高考） 

课改地区  



第八批：广西（2012进入改革，2015高考）广东、山

东、海南、宁夏、江苏、福建、浙江、辽宁、安徽、

天津、北京、湖南、黑龙江、陕西、吉林、山西、江

西、河南、新疆 

2012年高考新加入地区：河北、湖北、云南、内蒙古 

课改地区  



  新课标甲卷：贵州、甘肃、青海、西藏、黑龙江、

吉林、宁夏、内蒙古、新疆、云南、海南、广西（12） 

  新课标乙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江西（5） 

  自主命题：山东、广东、上海、江苏、天津、辽宁、

安徽、浙江、福建、北京、湖南、湖北、四川、重庆

（14） 

全国高考命题状况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国发[2014]35号) 
 
        改革考试科目设臵。增强高考与高中学习
的关联度，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
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
科目成绩组成。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
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
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计入总成绩的高中学
业水平考试科目，由考生根据报考高校要求和
自身特长，在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
化学、生物等科目中自主选择。 

全国高考信息 



 
        2014年上海市、浙江省分别出台高考
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从2014年秋季新入学
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实施。试点要为其
他省（区、市）高考改革提供依据。  

全国高考信息 



      文理不分科，英语一年多考。除语数外，
其他6科中可选考3科;选考的三科录取时不看
分看等级;一科可以考两次，取最好成绩，并
提供换科机会。      

      2014年12月5日，《江西省2015年高校
招生考试工作实施意见》正式发布。根据实
施意见，从2017年入校的高一新生开始，江
西省高考将实施“外语一年两考”和“高考
不分文理科”。2015年起，江西省高考将使
用全国统一命题试卷。 

       

江西高考信息 



    2014年9月9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十个教师节
前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 



 
 
听听学生的心里话 
 



 
 
老师： 
 我希望您是一位有感情的人，而不是一架教书的 

       机器。 

我希望您不只是教书，也教我们做人。 

我希望您不要单看我的成绩，还要看我所做的努力 

我希望您不要勉强我把学习当作人生的最大乐趣，   
      对我来说，学习不一定有乐趣。 

我希望您不要期待我最喜欢您教的课，至少对我来         

            说，别的课也许让我感到更加有趣。 



   我希望您辅助我学会自己思考，自己判断，而不只是
背诵答案。 
 我希望您耐心地听听我所提出的问题，只有您肯听我， 

我才能向您学习去听别人。 

我希望您保持公正，尽量对我严格，因为我知道我需要 

您的严厉。 

我希望您记住：不久之前您也是学生，您有时是否也忘 

记带东西，在班上是否样样得第一； 

我希望您也要学习，您不学，我们又怎样从您那里学到 

更新的知识。 

我感激您，有时只是深深埋在心底。 

 



看看我们身边 



 
 

有些教师工作时“目中无人”，一学期下来竟叫
不上几个学生的名字； 
 有些教师长年与书店无缘，仅凭一本教参去挖掘 

“微言大义”； 

有些教师把一切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学技术的创新 

都看成是“花架子”而拒不沾边； 

有些教师只是带“传统工艺”以不变应万变； 

有些教师观念陈旧，语言陈腐，方法单调，行为 

刻板，暮气沉沉，索然寡味，与学生形成深深的  

“代沟”。 



 

网上调查的各类典型的“问题老师” 
 

1、身穿一套西装，脚下踏双旅游鞋之“中西合璧”
型 

2、唾沫星乱溅，粉笔头横飞之“身怀绝技”型 

3、上课迟到，下课拖堂之“挥时如土”型 

4、课下股票市场，课上手机乱响之“业务繁忙”型 

5、上课吞云吐雾，下课推杯换盏之“逍遥神仙”型 

6、平时不备课，上课老出错之“临场发挥”型 
       



7、教案老一套，上课唱老调之“孔乙己”型 

8、平板呆滞，照本宣科之“新闻联播”型 

9、天马行空，天花乱坠，言不达意之“不知所
云” 

   型 

10、豆大小事请家长，有点事就去德育处之“无 

    事生非”型 

11、语言粗俗，行为粗鲁之有“暴力倾向”型 

12、暗查密探，疑神疑鬼之“容嬷嬷”型    



13、予人滴水之恩，索以涌泉相报之“小肚鸡肠”型 

14、揭人旧伤疤，伤人自尊心之“喋喋不休”型 

15、盛气凌人，摆足架子之“大法官”型 

16、先看学生档案，然后就“厚此薄彼”型 

17、拆开学生信件，当众就念，怀疑在‘恋‘之“特
别 

    关心”型 

18、自习不自习，老师来出题，一讲半小时,学生 

    真着急之“用心良苦”型  



 
    唐太宗贞观年间，长安城西一家磨坊里有
一匹马和一头驴子，                    它们是好朋友。马在外面
拉东西，驴子在屋里推磨。贞观三年，这匹马
被玄奘大师选中出发经西域前往印度取经。 

      17年后这匹马驮着佛经回到长安，它到
磨坊会见驴子朋友。老马谈起这次旅途的经历：
浩瀚无边的沙漠，高入云霄的山岭，凌峰的冰
雪，热海的波澜······那些神话般的境界使驴
子听了极为惊异。驴子叹道：“你有多么丰富
的见闻啊！那么遥远的道路，我连想都不敢
想。” 

      

故事 



     老马说：“老朋友，你错了。其实我们
跨过的距离大体相等。当我向西域前行的
时候你一步也没停止，不同的是我同玄奘
大师有一个遥远的目标，始终如一地朝一
个方向前进，所以我们打开了一个广阔的
世界。而你被蒙住眼睛，一生围着磨盘打
转，所以永远走不出这个狭隘的天地。” 

 



      
       

     我们是不是应该反思
一下，在繁忙学习工作的
背后，我们是不是少了些
什么？ 
 



二、做高贵、丰富的教师 



读书 

微笑 

自立 

宽容 

爱心 

做最幸福的教师 



做最幸福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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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最幸福的教师 

坚持 

理想 

责任 

 

 

 

   教师的魅力，源于一颗善良丰富的心！ 



   最“幸福”教师 
 

高尚的人格品性（爱事业，爱学生） 

高雅的修身情操（读书修身） 

高妙的职业技能（科研、写作、口才、细节、家校） 

高明的生活态度（享受教育人生） 

高效的教育成果（教学、管理、著作） 
 



读书是教育之母    读书修身 

（一）观点：教书的人首先是一个读书人 

 
图书是教育之母 

历史上许多伟人、名人都是读书人（勾践、周恩来、王
羲之、鲁迅、蔡元培等） 

读书是优秀教师或教育专家的最好路途（魏书生、李镇
西） 

读书是教师最好的备课（既为职业，也为内心的需要与
对知识的渴求） 

读书可以提升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教师（班主任）拥有“书卷气” 
 
苏霍姆林斯基说：无限相信书籍的力量，是我 
的教育信仰的真谛之一。 
 
画家张大千说： 作家如欲脱俗气，洗浮气，
除匠气；第一是读书，第二是多读书,第三
是有系统、有选择地读书。 

 
朱永新认为：读书会让我们的教师更加善于思 
考,更加远离浮躁，从而让我们的教师更加有
教育智慧，让我们的教育更加美丽。 

 



（二）推荐阅读五类书籍 
1、以《论语》为代表的哲学著作 

《论语》：怎样做人，做君子， 

          不做小人，完善人生修养 

 周国平：正确面对教育体制弊端， 

         赢得“内心的自由” 



2、以苏霍姆林斯基为代表的教育教学著作

（陶行知、朱永新、魏书生、李镇西） 

    做一个精神高尚的人      做一个热爱科学的人 

    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做一个诚实可信的人 

    做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    做一个酷爱读书的人 

    做一个懂得合作的人      做一个孝敬父母的人 

    做一个尊敬老师的人      做一个知道羞耻的人 

     



  陶行知（1891年－1946年），本
名陶文濬，汉族，在金陵大学毕
业，因欣赏王阳明“知行合一”
学说改名为知行，后认为“行是
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又改名
为行知，著名教育家。1914年从
金陵大学毕业。1914年赴美国留
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教育
学院学习。1917年回国，在南京
高师主讲教育学、教育行政、教
育史、教育心理等。1939年在重
庆创办育才学校，1946年创办重
庆社会大学。  



  朱永新，男，1958年生，江苏大丰
人，1976年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
博士学位，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著有《朱永新教育文集》、
《中华教育思想研究》、《我的教
育理想》、《困境与超越——当代
中国教育述评》、《心灵的轨迹—

—中国本土心理学论稿》、《一次

梦想的远征》、《回到教育原点》、
《走近最理想的教育》、《新教育》
等。   



      魏书生，1950年5月4日出生于
河北省交河县。1968年参加工作，
197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代著名
教育改革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
中青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首届中
国十大杰出青年等。中国共产党第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
第十届辽宁省政协常委。退休前曾
任盘锦市教育局长、党委书记，现
任中国高教学会学习科学分会会长，
台州书生中学校长。 

http://baike.baidu.com/image/d0526df0bf18c790a40f52fe


  李镇西，四川乐山人，1958年
8月生，苏州大学教育哲学博
士，语文特级教师。四川省成
都市优秀专家、成都市十大优
秀青年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
2000年“全国十杰教师”提名、
2007年“十大感动四川年度人
物”。代表作品：《青春期悄
悄话》、《爱心与教育》、
《从批判走向建设》  



重点推荐《发现母亲》 

要充分认识到母亲的重要（把所有老
师加起来也比不上一个母亲的重要） 

要真正尊重母亲 

要立足社会看家庭教育 



3、《仁爱一生》和人物传记 

《仁爱一生》：表现特蕾莎修女 

              高尚的品性 

《精神的雕像：西南联大纪实》： 

 感受战争年代条件艰苦却校风之纯、
教风之正、学风之浓。 



 

扶贫救苦的“永生的伟大的圣人” 

    特蕾莎修女（英文名：Mother 
Teresa of Calcutta，1910年8月27日－
1997年9月5日）， 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
慈善工作者。从12岁起，心中“为穷人做
点事”的意念被点燃，毅然进入最穷苦、
最低贱的人群当中，对所有穷苦人都无条
件尊重，直到87岁去世，把一生都奉献给
了穷人、病人、孤儿、孤独者。平淡面对
诺贝尔和平奖等巨大荣誉。  



       她一生追求财富以外的价值，博爱，
执著，微小。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
被这个社会以及社会大众遗忘了的、
抛弃掉的、最穷的、最不幸的人，一
群在偌大的世界中无安身立命之地的
人，被剥夺生存权利的人。在她的心
目中，穷人比富人更需要尊严，穷人
在价值的等级中，至高无上。 
 

 



 

     特蕾莎修女——一位因心灵而伟大
的女性！我们也许只能做到她微小的
一部分，但我相信会有更多更多的人
将她的“博爱”、她的“执著”、她
的“微小”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用我们的行动去抹干千万苦命人的眼
泪！  
 



 

4、小说 
      文学就是人学，它有特殊的教育感
染功能。读它不仅是一种消遣，还可以帮
助我们拓宽视野，增长知识，丰富情感，
陶冶情操，提高审美和生活情趣，提升职
业和人生素养。 

 

      阅读可以使人拥有思想，可以使人
获得教养，贫者因书而富，富者因书而贵 



5、诗歌 
孔子：不学诗，无以言。 

 

一个人可以不当诗人，但生活中一定要有 

诗意。 

 

优秀的诗歌是医治唯利是图、浮躁病、空 

虚病的良药，能够给人们灵魂洗澡。 

 



（三）时间问题 

关键是想不想读的态度问题，只要 

想读，无论怎样都能找到时间的。 

 

读书要耐得住寂寞的孤苦与繁华的 

诱惑。 

 



     读书修身，读书养性;  

     读书怡情，读书育人; 

     读书明理，读书获知; 

     读书成业，读书立志······ 



读书“好了歌”   

世上都说读书好，悬梁刺股人静了！ 

独对孤灯把书卷，尘嚣浮躁走光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明目醒心头清了！ 

书中融我心常静，功名利禄除去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喜怒哀乐愁何了？ 

苦辣酸甜千般味，哈哈一笑都没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烦恼包袱抛去了！ 

书中自有滋味长，慢慢品尝满足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疑惑不解明晰了！ 



明明白白透心亮，糊糊涂涂学不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学好便好事明了。 

立定脚跟做好人，名利富贵淡忘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思想品德升华了！ 

清风徐徐拂心灵，脱俗洗面换胎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书中世界不得了！ 

古今中外入大脑，不用出门知道了。 

世上都说读书好，人生伴侣找到了！ 

静坐伴我陶情操，白发偕老就她了。 



   1.反思自己 

      是否沦为从事简单劳动的教育工人。应对
自己的天职保持一种使命感和敬畏感，在物欲
横流的时代要时时牢记和守住自己的使命，做
一个古色古香的教师，把真理告诉学生。 

      反思自己的教育行为、教育思想、教育责
任、教育目标、教育追求。 

反思是教育之镜    反思提升 



   2.反思校园与教育 
   

  高考制度之痛：只重做题训练，学生读书太少， 

              写作能力太弱，人文素养得不到提高 

  教育弊端现状的原因：人文的失落 

                     （信用危机、功利主义） 

  怎样应对：改变社会功利主义的不良风气； 

              要加大力度真正做好人文教育， 

              即人心教育（爱国心、责任心、 

                          羞耻心、同情心等） 



反思自我—促其人性完善与自新； 

反思教育—明其正误，回归教育良知； 

反思社会—弱化功利，永葆人文本真。 



在教育教学中发现问题 

在教育教学中研究问题 

在教育教学中解决问题 

在解决问题中形成特色 

在特色积累中走向优秀 



教师（班主任）保有一股“静气” 
 

静下心来备每一堂课 

静下心来批每一本作业 

静下心来与每个孩子谈话 

静下心来研究学生 

静下心来读几本书 

静下心来总结规律 

静下心来反思 

静下心来细细地品味 
 



三、做魅力十足的班主任 



（一）班主任要具备良好的师德 

     师德的基本内涵概括地讲，是
一个教师人格、能力、价值观三大
维度构成的综合体，其核心内涵是
服务（为提高学生素质服务）。 



三个维度 

1、能力是基础 

    具备创造性接受新事物、新思想、新观念    

的学习能力； 

   兼收世界文化精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  

传承能力； 

   把握社会发展方向的创新能力。 



2、人格是动力 

 
健全的教师人格是师德的根本， 

 

崇高的教师品质是师德的灵魂。 



现代人的基本人格 

世界的共识是： 
⑴具有主体意识，不依附于他人或单位。 
⑵崇尚民主法制，具有社会责任感，主动参与社
会事务。 

⑶重视精神生活，自觉地追求美。 
⑷思维发散，具有创新精神。 
⑸能自省，勇于自我解剖、自我批判、自我超越。 
⑹不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具有进取精神和竞争
精神。 
   



现代人的基本人格 

⑺眼界开阔，心灵开放，乐于接受新事物，不断
补充新知识。 

⑻崇尚科学,实事求是,不迷信书本、慑服权威。 

⑼具有道德约束力，富于爱心。 

⑽具有环境生态意识，能造福后人。 

⑾讲求效率，重视技能，具有敬业精神和集体主
义精神。 

⑿重视生命价值，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平衡心
态。         
 
 



今天社会存在一些怪现象 

人们的财富在增加，但满足感在减少； 

沟通工具在增加，但深入的沟通在减少； 

认识的人在增加，可以谈话的人在减少； 

房子越来越大，里面的人越来越少； 

精美的房子越来越多,完整的家庭越来越少; 

路越来越宽，心越来越窄； 

楼房越来越高，视野越来越低······  



心理平衡(健康的金钥匙) 

心理平衡 

是一个理性的平衡， 

是人格升华和心灵净化后的崇高境界， 

是宽宏、远见和睿智的结晶。 



怎样做到心理平衡？ 

第一：三个正确 

正确对待自己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正确对待他人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 

正确对待社会    

    常怀感激之情 



怎样做到心理平衡？ 

第二：三个既要 

一是既要全心全意奉献社会， 

    又要尽情享受健康人生； 

二是既要怀殷殷报国志,在事业上力争一流，    

   又要有颗淡淡平常心,在生活上甘于平淡； 

三是既要精益求精于专业知识， 

    又要有多姿多彩的休闲爱好。 

 



怎样做到心理平衡？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漫随天上云卷云舒。 

 

忙里有余暇，登高临水觞咏； 

身外无长物，蔬食布衣琴书。 



怎样做到心理平衡？ 

第三：三个快乐 

一是顺境时要助人为乐   

       “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二是要知足常乐 

       “生活像镜子，你笑它也笑，你哭它也
哭” 

三是逆境中要自得其乐，不要气馁 

   世上万物，福祸相倚，风水轮流。 

 



  养心八珍汤（健康专家洪昭光） 

 
第一、慈爱心一片         
第二、好心肠二寸     
第三、正气三分           
第四、宽容四钱        
第五、孝顺常想          
第六、老实适量      
第七、奉献不止           
第八、回报不求  

    八味药放在“宽心锅”里 

文火慢炒，再放“公平钵”里
研。淡泊宁静； 

菩提子大小，和汤送下，清风
明月，早晚分服, 

可净化心灵,升华人格，陶冶
情操,调适心理,物我两忘，宠
辱不惊。 

 



3、价值观是方向 
 （1）敬业                      

（2）忠诚 

（3）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4）有团队意识 

（5）注意细节    

（6）想办法提高工作效率 

（7）不找任何借口   

（8）有较强的执行能力 

（9）自动自发地工作   

（10）维护单位形象 

（11）给学校提合理化建议   

（12）与学校同命运 

 



班主任要有完善的人格魅力 

用教师人格的魅力去感染学生 

 

全国劳动模范李素丽说： 

        “认真做事只能把事做对， 

         用心做事才能把事做好。” 

 



郑晓江编著的《穿透人生》一书的封面上有
这样一段话： 

   “每个孩子的身上都隐藏着原子能，只是很少有人能够

点燃它；每个人的大脑中都有一个金矿，只是很少有

人能够开采它；每个人的身后都沉睡着一个神通广大

的巨人，只是很少有人唤醒它。耶稣、释迦牟尼和穆

罕默德成为万民崇拜的圣明，这是精神能量的发挥；

孔子思想成为中国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支柱，这是道

德能量的发挥；比尔•盖茨用小小的Windows窗口，获

得了疆域远大于成吉思汗的帝国，这是智能的发挥；

泰森用自己的一双铁拳打出了世界拳王，这是体能的

发挥······”  



 
幸福教师（班主任）的素质 
 

一、友善的态度：“他的课堂有如一个大家 
                 庭，我再也不怕上学了。” 

二、尊重课堂内每一个人：“他不会把你在他              
                     人面前像猴子般戏弄。” 
三、耐性：“他绝不会放弃，直到你能做到为止。” 

四、兴趣广泛：“他带给我们课堂以外的观点并帮   
               助我们去把所学的知识活用于生活。” 
五、良好的仪表：“他的语调与笑容使我很舒畅。” 
六、公正:“他会给予你应得到的,没有丝毫偏差。” 



 
幸福教师（班主任）的素质 
 七、幽默感：“每天他会带回少许的欢乐，使课堂不
至      于单调。” 

八、良好的品性：“我相信他与其他人一样，会发脾  
                气，不过我从未见过。” 
九、对个人的关注：“他会帮助我去认识自己，我的   
                  进步有赖于他，使我得到松弛。” 
十、伸缩性：“当他发觉自己有错，他会说出来，并  
            会尝试其方法。” 
十一、宽容：“他装作不知道我的愚蠢。” 
十二、有方法：“忽然间，我能顺利念完我的课本， 
             我竟然没有察觉，这是因为他的指导。” 
 



（二） 谈谈我的班级文化建设 



      班级文化是指班级成员在班主任
引导下，朝着班级目标迈进过程中所
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班级文化是班级的灵魂所在。 



      

 
班级文化的内容主要包括： 
精神层面，如班级目标、班级风气等； 
制度层面，如一日常规、课堂常规及 
            各种奖惩制度等； 
物质层面，如张贴名人名言、悬挂国旗   
            及班训、出黑板报等教室   
            内环境的布臵。 
 



      二、规范班级制度文化       

        三、培植班级精神文化      

三个方面 

    一、丰富班级物质文化 



一、丰富班级物质文化 

    班级物质文化建设主要是通过对教室
环境的布臵，建构一种外部的文化环境。
这个文化环境体现着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
以及教育教学的主旨。 

   要使教室的每一面墙壁都具有教育的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 



精心装点教室， 
    积极营造温馨向上的班级氛围 



 

教室物质文化设计一览 



教室环境的布臵 

追
求 
“
生
命
在
场 
”
的
境
界 



教室环境的布臵 

追
求 
“
生
命
在
场 
”
的
境
界 



“985”大学宣传牌 

“学生心语及心目中
的理想大学” 



班级文化牌 

中国地图 
世界地图 



窗明几净、 
桌椅整洁有序 

读书角 



       让我们的教室成为潺潺流淌的小溪， 

不断带给我们新的营养、新的风景。 



黑 
板 
报 



宣传栏 
（每月做一次改版， 
采用填充式更新） 

补白式的操作
留给更多的学
生期待、希望

和机会！ 



二、规范班级制度文化  

      

    班级制度是班级全体成员共同认可
并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二、规范班级制度文化  

      
 1、共同制定班规班纪 
（1）制定班级公约 
（2）制定岗位责任制 
（3）制定各种常规 一日（值日班长制）  
                   一周（值周班干制） 
                   一月（每月平时成绩总汇） 
                       （每月读书报告会） 

（4）制定其他制度：考勤制度、班费管理制度 
                     卫生保洁制度 
 

  2、组建班级管理机构 

《班级日知录》 



三、培植班级精神文化  

      

    班级精神文化是班级文化的核心内容。 
 
                              
 班级精神文化是渗透，熏陶，滋养！  



                      班级目标 
        “做好人（有理想，善良快乐）， 
         考名校（985或211等名校）” 

    为了实现这个班级目标，我们明确五条工作思路： 
    1、树立自立自觉意识； 
    2、培养积极主动乐观的心态； 
    3、养成良好的文明行为习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 
    4、培养能理解、会尊重、懂感恩三大情商； 
    5、实现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健体三大目标。 
  

（一）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并提出了“三不做”的要求： 
                    损害自己的事不做， 
                       伤害他人的事不做， 
                       损害班级的事不做。 

            “六特别”的要求： 
               特别有礼貌，特别守纪律；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 

                 特别有志气，特别有作为。  

（一）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班级格言 
 团结友爱，积极向上 

 
班主任寄语 

   做事认真，待人礼貌， 
   热爱老师，赏识同学。 

 
男生格言 

 立德立志，器宇轩昂 
 

女生格言 
 气质高雅，英姿飒爽 

 
 

（一）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青  春  誓  词 

 

      青春属于我们的只有一次， 
   青春是我们的财富。 

   让我们面对青春大声宣誓吧： 
   我愿用必胜信念投入高中， 
   我愿用全部精力倾注高中， 
   我愿用坚定毅力战胜高中。 

   我能行，我一定行！ 
   我能行，我一定行！ 

   我坚信青春会因奋斗而美丽， 
   我坚信成功属于我！ 

 
 





（一）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氛围 
 
        

拥有青春，快乐生活每一天； 
珍惜青春，迈好青春每一步； 
无悔青春，美好回忆每一刻。 

 



（二）培养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高层次
需要是一种归属与爱的需要。学生对班级的认
同感和归属感就是这种深层次需要。 
 



（二）培养学生对班级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班主任要经常把班级取得的成绩、科任老
师对班级的良好评价以及家长的充分肯定及时
与大家交流（充分利用晨会班会日记随笔），
提高大家对班级的认同度，让同学们感到在这
个班里学习，是非常荣幸和骄傲的，从而产生
自豪感，形成强烈的归属感。 
 



（三）组织丰富多彩的班级文化活动 

    天天是创造之时， 
    处处是创造之地， 
    人人是创造之人。 
                  ——陶行知 
 



1、读书报告会（阅读滋养心灵） 

2012年9月26日首期 “《大卫·科波菲尔》读书报告会” 



2013年3月8日第二期 
“《家》《巴黎圣母院》
读书报告会” 

2013年5月3日第三期 
“《红楼梦》读书报告
会” 



2013年5月10日第四期 
“《高老头》读书报告会” 

2013年9月6日第五期  
“莎士比亚作品读书报告
会” 



2013年11月22日第六期 “堂吉诃德作品读书报告会” 



2、研究性学习 

2013年5月24日高一（2）班
“研究性学习开题报告会” 



2、研究性学习 

2013年9月30日高一（2）班
“研究性学习结题报告会” 



3、辩论会 
2013年11月29日高二（2）班 

第一场辩论会 

主持人 

评 
委 
们 



2013年12月6日高二（2）班 
第二场辩论会 

3、辩论会 

辩论现场 

最
佳
辩
手 



4、看经典电影 



4、看经典电影 



4、看经典电影 



2012年九江三中高一军训“站军姿” 

5、国防教育的重要一课——军训 



5、国防教育的重要一课——军训 

 2012年九江三中高一军训“分列式”比赛 



6、运动会暨体育节 

2012年9月28日高一<2>班秋季运动会开幕式上队列表演 



2012年9月28日高一<2>班秋季运动会开幕式放飞和平鸽 

喜
笑
颜
开 



2013年9月28日九江三中高二（2）班担任学校仪仗队 

6、运动会暨体育节 



2013年9月28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开幕式担任仪仗队 

男
生 

器
宇
轩
昂 



2013年9月28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开幕式担任仪仗队 

女
生 

英
姿
飒
爽 



2013年9月28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上“团结友爱” 



2013年9月29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上“重在参与” 

加
油，
刘
雨！ 



2013年9月30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上“获奖一刻” 

每
天
进
步
一
点
点， 

成
就
最
好
的
自
己！ 



2013年9月30日高二<2>班秋季运动会 “总结大会” 

体
育
委
员
在
总
结 



7、科技文化   
   艺术节 

2012年12月26日
与学生一起排练 



2013年12月31日 

高二<2>班艺术节 
精彩表演 



2013年12月31日高二<2>班全家福 

喜
迎
14

年 

欢
送
13

年 



7、科技文化   
   艺术节 

2013年12月31日
美食节 



7、科技文化   
   艺术节 

2013年12月31日
跳蚤市场 



8、琥珀讲坛 

知心姐姐卢勤 

现
场
互
动 



8、琥珀讲坛 

文化学者余秋雨 

余秋雨来我班啦！ 



8、琥珀讲坛 

校友于全院士 

百家讲坛主讲人纪连海 



9、谷雨诗会 

http://www.jxteacher.com/UserFiles/360401000003210006/images/2013421248.jpg


8、亲近自然——剪刀峡之旅 

2013年5月5日高二<2>班师生合影 

合
家
欢
乐 



8、亲近自然——堆雪人 

2011年1月20日高三一模前一天雪景照 

乐
心
无
限 



8、亲近自然——雪中剪影 

2011年1月20日高三一模前一天雪景照 

美
好
回
忆
每
一
刻 



9、师生同乐 

美好回忆每一刻 



9、师生同乐 

2012年1月18日“11届学生”回母校探望 



         班级文化建设是班级成员共同
的活动，是师生对“精神家园”的
一种经营。这种经营是一个动态的
系统工程，需要我们不断地用心探
索。 



 教育的本能不在传授知识， 

     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 
             ——（德国）著名教育家  第斯多惠 



祝全体师生享受学习， 

                     快乐工作， 

                     幸福生活！ 

 

2015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