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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文件 
川教研〔2020〕68 号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关于公布 2020 年四川省 

中小学家庭教育优秀成果评选结果的通知   
各市（州）教科所（院）：  

根据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关于举行 2020 年义

务教育阶段数学等十二个学科教育教学论文评选活动的通知》

要求，我院组织开展了 2020 年四川省中小学家庭教育优秀成

果评选活动。     

本次优秀成果评选活动得到了各市(州)教科所（院）的大

力支持，组织推荐参评成果共计 163 项。按照《四川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工作手册》的相关规定，我院组织专家依据客观、公

平、公正的原则，对各市（州）选送的成果经过资格审查、相

似度查验、初评和复审等环节，共评出优秀成果 163 项，其中

一等奖 24 项，二等奖 48 项，三等奖 91 项（详见附件）。评选

结果经公示无异议，现公布于后。 

    附件：2020年四川省中小学家庭教育优秀成果评选活动获

奖名单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0 年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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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0 年四川省中小学家庭教育优秀成果评选活动获奖名单  

成   果   名   称 作 者 单  位  名  称 等级 

疫情下亲子活动课程的开发与实践 

易  琼 

张  燕 

戴紫诚 

冯  虎 

武侯区教科院 

成都市棕北中学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四川大学附属小学分校 

一等奖 

疫情之下，中小学支持家庭教育的策略 
伍建清 

周  慧 
资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一等奖 

关于防疫期间农村学校线上学习有效性的调查报告 

徐  利 

陈旭兴 

吴  艳 

绵竹市汉旺学校 一等奖 

陪伴是父母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和爱 王琳璐 自贡市第一中学校 一等奖 

父母专修学院——家校教育新探索 

徐  宁 

王  丽 

刘丽梅

王江渝 

泸州高级中学校合江分校 一等奖 

疫情背景下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成都市

青羊区

教育局 

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 一等奖 

浅谈疫情背景下的家规建设 
张  珏

冯  巧 
马鞍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一等奖 

疫情之下家长如何陪伴孩子自主学习成长 
陈  兰 

张  平 

雅江县呷拉镇初级中学 

雅江县雅江中学 
一等奖 

《利用新媒体，优化家校共育“战疫”策略》研究报告 

李  睿

母  松

陈正琼

刘  敏

王爱慧 

阆中市保宁教育督导责任区 

阆中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尊重孩子成长规律，做一个理性的家长 曾盛强 绵阳市子云小学 一等奖 

疫情防控不出行，亲子沟通正当时 敬晓萍 四川省成都西藏中学 一等奖 

用好疫情活教材 亲子学习伴成长 ——以新冠疫情下

家庭教育微项目实施为例 

邬玉琴 

谷  萌 

成华区教育科学研究院 

四川交响乐团附属小学 
一等奖 

“疫”家烟火气 陶琳琳 乐至县良安镇生民小学 一等奖 

疫情背景下家校合作式助力学生自主管理 刘雅莉 新都区旃檀中学 一等奖 

构建良好育人生态,助力全面健康成长——浅谈家校合

作教育的一些思考 
祝君平 乐山市实验小学 一等奖 

疫情背景下家长、学生交互成长探索 钟诗文 中江继光实验学校 一等奖 

构建《超级爸妈》家长课程，携手共育教育芬芳 

覃  维 

马德庆 

王  爽 

都江堰市团结小学 

都江堰市中小学教研室 
一等奖 

浅谈疫情期间家长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生活习惯 李  婷 富顺县安和实验学校 一等奖 

网络团体心理辅导提升亲子沟通质量实证研究 ——以

成都某中学为例 
罗冰燕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属中学 一等奖 

深夜朋友圈——疫情期间家庭教育引发学生心理危机

干预案例 
刘嘉陵 电子科技大学附属实验小学 一等奖 

家校合作，共育英才——论疫情间初中语文家校合作教

学 
刘  琳 仪陇县新政初级中学校 一等奖 

心理转向,教师对失足少年的“梯度”思考 
彭  敏 

洋汉林 
宝兴县灵关中心校中坝校区 一等奖 

居家亲子阅读构建健康成长环境的实践浅析 李小丽 安岳县镇子小学 一等奖 

“疫”样时光 优质陪伴 赵  丹 科学城春蕾学校一校区 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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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而后立——疫期亲子冲突加剧的原因与对策 
彭艳蛟 

何  艾 
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 二等奖 

浅析家庭教育对小学低段学生行为习惯的影响与教育

策略 
陶  宇 东坡区思蒙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疫”样假期，最好的教育是你做出的榜样 何洁琼 平昌县第六小学 二等奖 

论疫情期间如何“宅”出良好亲子关系 罗小婷 资阳市雁江区老君镇中心小学 二等奖 

家长如何创设良好的家庭氛围让孩子别样成长 胡传丹 兴文县古宋镇第三幼儿园 二等奖 

农村家庭教育功能的弱化及其社会影响 刘海淹 四川省蓬溪实验中学 二等奖 

拥抱阅读  点亮童心 李茂菲 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二等奖 

“疫”样时光，自律助成长 张邦宇 绵阳四中教育集团 二等奖 

疫情期间家庭亲子教育的策略构建 
郭明庭 

蒲玉萍 

剑阁县龙江小学校 

剑阁县龙江小学校 
二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李忠德 青神县学道街小学 二等奖 

“停课不停学”中亲子关系现状及其解决办法 谭  焱 合江县马街中学校 二等奖 

从《诫子书》谈家庭教育 
冯  雨 

彭  勇 

乐至县回澜中学 

资阳市乐至县实验中学 
二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疫情期间藏区家庭教育

实施现状 
泽良初 宝兴县硗碛藏族小学 二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

的重要性 

王树沛 

何玉梅 

剑州中学 

剑门关高级中学 
二等奖 

立德树人和家国情怀是家庭教育的核心 何鸿杰 四川省广元市朝天中学 二等奖 

深度陪伴是最好的家庭教育 童仕美 马边彝族自治县三河口镇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浅析疫情下家庭教育的挑战与机遇 张顺才 会理县下村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温室花朵  怎耐风霜 邓国容 宜宾市叙府实验小学 二等奖 

疫情期间农村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策略探究 曾  辅 泸定县第二中学校 二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疫情期间，我与草原格

桑花一起成长 
谢其华 若尔盖县中学 二等奖 

大数据背景下，如何提高家校合作的有效性 刘明丽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二等奖 

战“疫”进行时，全家总动员——“空中课堂”期间班

主任利用主题活动促进亲子相伴成长案例节选 
陈晓斌 合江县城关初级中学校 二等奖 

六措并举，让家校共育深度融合 ——后疫情时代的家

校共育模式初探 

许  艳 

安  翠 

成都市新都区中小学教研培训中心 

新都区大丰镇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浅谈中小学生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文光莲 茂县凤仪镇小学校 二等奖 

敬畏成长 向善而行 陈  鹏 马边碧桂园中学 二等奖 

爱得有方，疫路成长 张  婷 四川省华蓥中学 二等奖 

浅谈中小学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李勇波 巴中市通江县瓦室中学 二等奖 

疫情下如何在小学有效的开展亲子教育 江哈莫 甘洛县阿尔乡中心小学校 二等奖 

浅析疫情影响下的家庭教育新契机 王徐超 思蒙镇思蒙小学 二等奖 

疫情下的教育合力 李学文 会理县下村乡中心小学 二等奖 

怎样利用家庭教育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周作理 乐至县童家镇放生小学 二等奖 

疫情防控期间的亲子关系增进策略 
王胜龙 

王  丽 
南充市高坪区马家小学 二等奖 

家校共育  携手前行 王倩文 德阳三中 二等奖 

疫情之下对“独生子女”感恩教育的策略探究 陈  芸 南山实验学校 二等奖 

开通心理课堂，促进疫情期间亲子共同成长 李胜华 贡井区先锋小学校 二等奖 

家庭教育对初中生成长意义的研究 周世宁 稻城县东义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二等奖 

疫情让家长重新认识留守孩子的成长教育 詹  梅 岷江东路逸夫学校 二等奖 

疫情期间家长如何创设良好家庭氛围的思考 韦  燕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中学 二等奖 

关于疫情期间小学生家庭教育的现状及建议 唐  萱 绵阳市警钟街小学 二等奖 

浅谈彝族地区网络下的家庭教育 
黎  雪 

张  梅 
甘洛县民族寄宿制学校 二等奖 

为孩子的成长加上翅膀   --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张仲霞

吴海英 
四川省石棉县希望小学 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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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例疫情期间家长热线咨询案例 林  琳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二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泽郎斯满 
春  英 

严俊辉

彭小红

阿  兰 

马尔康市第二学校 

马尔康市第三学校 
二等奖 

疫情过后对家庭教育的反思 伍晓莲 遂宁高级实验学校 二等奖 

灯火依旧可亲 陈孟沙 宜宾市叙州区第二中学校 二等奖 

浅谈农村家庭教育的现状及改善策略 向小艳 达州市通川区梓桐镇中心学校 二等奖 

“疫”样时光幸福家庭，讲攀枝花故事 刘军平 攀枝花市弄弄坪学校 二等奖 

中小学校要加强学生情绪管理教育 万文昌 邻水县石永镇初级中学 二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宝宝，爱就在你身旁 王金燕 中江县城东中学 三等奖 

针对新冠疫情下家庭教育突出问题的反思 
陈小刚 

赵金华 

成都市青白江区教育研究培训中心 

成都市大弯至佳学校 
三等奖 

亲子携手战“疫情”，家庭教育促成长 郭  雄 万源北附实验学校 三等奖 

如何创建一个和睦的家庭 刘  丽 四川省邻水县鼎屏镇第三小学 三等奖 

新形势下中小学生家庭教育问题思考 刘洪霞 甘洛县民族寄宿制学校 三等奖 

浅谈家庭教育中孩子自信心的建立 
何  丽 

李  梅 
内江市第十三小学校 三等奖 

如何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何  蓉 南江县实验小学 三等奖 

家校合作对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作用 卓玛机 红原县色地镇小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中单亲家庭不容忽视 刘福会 叙州区泥溪初中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中的家庭教育  ——亲子关系与孩子成长

研究 
杨  欢 罗江区鄢家初级中学校 三等奖 

如何在中小学家庭教育中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劳华珍 绵阳市科创区博雅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疫情当下家庭教育的重

要性 
杨  萍 石棉县中学 三等奖 

关爱有心，与爱同行 邵蜀钫 
宜宾市江安县教师培训与教学研究中

心 
三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纪实疫情下毕业季的亲子

相伴 
周  铁 资阳市雁江区第三小学 三等奖 

农村高中学生家庭教育现状和策略建议 刘  洪 四川省屏山县中学校 三等奖 

病毒肆虐下的“疫”样教育 钟东林 雅江县呷拉镇初级中学 三等奖 

父母之爱子 钟  铧 四川省德阳中学校 三等奖 

家“携手共育”策略探究 张玉梅 洪雅县致远学校 三等奖 

智慧陪伴，让家庭教育充满温情与力量 周  密 武胜县教研室 三等奖 

疫情下家长与孩子的相伴成长 吴绍金 德昌县民族初级中学 三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刘  欣 成都市新都区旃檀中学 三等奖 

疫情居家对高中生亲子关系的改善 
蒋  茜 

席永财 

资中县第二中学 

怒江州傈僳族文化研究院 
三等奖 

你好孩子，你好爸妈 - 疫情宅家后的亲子沟通（课堂

实录） 

张崇福 

吴  佩 

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成都市郫都区岷阳实验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疫情期间青春期亲子关系存在的问题及有效措施研究 
扎西翁姆 

泽仁罗甲 

雅江县呷拉镇初级中学 

雅江县中学 
三等奖 

创新方式、发掘价值做好战疫中的爱国主义教育 
彭  莹 

程学锋 

四川省广安友谊中学 

四川师范大学附属第九实验中学 
三等奖 

停课不停学，在家做实验 张  画 广元市利州区回龙小学 三等奖 

防控疫情中的中小学家庭教育策略 匡良芬 华蓥市古桥初级中学 三等奖 

“疫”样的时光，构建和谐亲子课堂 --论青春期学生

“疫情”家庭教育课程构建 
吴友婷 汶川县绵虒中学校 三等奖 

疫情下家风在中小学家庭教育中的传承与创新 方琪慧 泸定县烹坝镇九年一贯制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家庭教育对孩子

成长影响的案例分析 
韩  敏 自贡市沿滩区逸夫小学校 三等奖 

共同陪伴，“疫”起成长 张  琳 南充市建华职业中学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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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伴“疫”样时光  收获别样成长 张  娜 科创区博雅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甘婕妤 

向  华 

宜宾市戎州实验小学 

宜宾市人民路小学校 
三等奖 

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学生厌学情绪成因分析及对策 成洪涛 南江县石滩乡九年义务教育学校 三等奖 

看到，看见 雷敦玲 成都市郫都区嘉祥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举家同心赢战“疫”                 ——以提升中

小学家庭教育质量为中心 
赵  琼 四川省雅安中学 三等奖 

5G 时代背景下我国中小学家庭教育不足与对策综述 
吴俊辰 

李迷娣 
内江二中 三等奖 

留守小学生孤独感与友谊质量的关系研究 

何  霞

刘  亚

赵  琪 

王  礼 

西水镇小学 

南充小天才幼儿园 
三等奖 

农村小学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分析 邓海燕 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疫情之

下亲情相伴健康成长 
李淑银 四川省巴中中学 三等奖 

疫情期间，亲子教育策略初探 何其孝 四川省南江县第四中学 三等奖 

浅谈如何让家长与班主任合作管理班级 叶永义 乐山市冠英学校 三等奖 

通过种植班本课程的研发与实施 培养和雅家庭的实践

研究 

黄雪萍 

彭  玲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郑微岗 

王  娟 

自贡市汇东实验学校 

自贡市汇南实验学校 
三等奖 

试论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心理健康发展的作用 周  翔 广安市前锋区前锋小学校 三等奖 

停课不停学经历及思考 季  弦 沙湾区踏水镇中心小学 三等奖 

由《被疫情困在家里的日子》所想 ——谈山区中小学

生的“疫”样时光 
喻绿英 威远县连界镇初级中学校 三等奖 

用“心”战疫 

黄  艳

刘  萍

曹胜容

王娜娜 

高新区蜀光绿盛实验学校（南湖校区） 三等奖 

我国家庭教育现状初探 李亚凤 广元市八二一中学 三等奖 

家庭教育 勤而行之 吕  霞 乐山市新建小学 三等奖 

浅谈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 杨  丽 剑阁县普安小学校 三等奖 

读绘本  增乐趣  促成长 邵子轩 眉山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三等奖 

浅谈疫情下在中小学家庭教育中——对心理健康的思

考 
杜梦婷 隆昌市黄家镇先锋初级中学 三等奖 

疫情之下对家庭教育的思考 刘  佩 资中县龙结中学 三等奖 

平凡的坚守 向开辉 通川区第四小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别样成长 杨泽芳 泸州市龙马潭区金龙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疫情期间德育工作的两个结合 
唐玲琳 

陈克乐 

大英县教育和体育局 

大英县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中心 
三等奖 

农村中小学家庭教育开展现状研究及分析 廖  宇 泸县玄滩镇玄滩中心小学校 三等奖 

浅谈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关键性作用 伍舒瑜 高坪中学 三等奖 

家校同心   合力滋养 

黄艺竹

何红梅

彭  静 

成都市泡桐树小学 三等奖 

战疫有我 花样年华别样成长 吴奇洪 巴州区兴合实验学校 三等奖 

是什么让疫情期间的亲子不能“和平共处” 沈鹏程 自贡市蜀光绿盛实验学校 三等奖 

学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及回归路径探索 黄琬迪 内江市隆昌市石碾镇中心学校 三等奖 

“疫”样时光 别样成长 李建良 仁寿县龙马镇初级中学校 三等奖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龚  桃 乐山市太白路小学 三等奖 

“疫”样的时光，别样的成长 汪庆萍 会东县参鱼中学 三等奖 

家校携手  共育阳光少年 李  蕊 攀枝花市第六小学校 三等奖 

注重家长学校规范化建设 推进家庭教育深入开展 李  强 成都市抚琴小学校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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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线上教学能否完全替代线下教学 田  芳 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 三等奖 

探究厌学孩子背后的原因与对策 陈和琼 汶川县七一映秀中学 三等奖 

激发好奇心，幼儿也可以趣味识字 龙  惠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苏辙小学 三等奖 

怎样做一个学习型的家长 李文江 泸州市第十八中学校 三等奖 

浅谈家庭环境对小学生性格的影响及策略 彭  姣 苍溪县石马镇中心小学校 三等奖 

让每一朵花儿长成最美的样子 姚春莲 泸州市梓橦路小学渔子溪学校 三等奖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亲子阅读，父母给孩

子最珍贵的礼物 

曾  兰 

豆廷尾 

合江县人民小学校 

四川省合江县福宝职业中学校 
三等奖 

家庭教育策略之我见 卢永金 四川省剑阁中学校 三等奖 

农村留守学生家庭契约的达成 梅含波 四川省南江中学 三等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农村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弱化的对策

研究 

唐  兵 

陆小林 
四川省南充龙门中学 三等奖 

农村小学家庭教育现状及策略分析 
刘光福 

王光友 
会理县下村乡中心小学 三等奖 

角色书信疗法对于解决留守儿童成长缺失问题的探讨 朱明洁 威远县凤翔中学 三等奖 

中小学家庭教育核心价值观渗透有效性研究 刘  芳 丹巴县川口寄宿制学校 三等奖 

智力障碍儿童语言家庭康复训练策略 姜小梅 攀枝花市特殊教育学校 三等奖 

民族地区中小学强化爱国主义教育的几点思考 ——以

新冠病毒为契机 
冯应国 金川县第二中学校 三等奖 

春风细雨润幼苗  暖话密语育花朵 张  果 岳池县万寿小学校 三等奖 

家庭环境对中学生的影响的探索 冯良香 南溪区第三中学校 三等奖 

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思考 李  琳 四川省马尔康中学 三等奖 

浅析农村家长对婴幼儿教养观 
晏光柱 

王  玥 
四川博睿特外国语学校 三等奖 

好习惯决定不一样的成长 龚大波 丹棱县顺龙乡小学校 三等奖 

初中语文教学家庭教育的误区 苟  霞 九龙县中学（教师进修校） 三等奖 

浅谈小学生家庭教育 于  斌 厂溪镇梨子中心校 三等奖 

家校共育——促孩子成长 王钰鑫 攀枝花市第二十五中小学校教育集团 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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