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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市振华实验小学教科信息报（第一期）

2017 年 9 月 主办：振华实验小学教科室 责编：蒋敏

1.撰写本学期教科工作计划。

2.第九届家长学校开班典礼暨家校合作专题讲座。

2.完成《家校共育家长调查问卷》。

3.做好课题网站的更新。

4.下发第一本教师阅读书籍：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

5.承办 2017年度家校合作昆山实验区课题开题认证会。

6.编写第一期教科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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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学校第一课由校长江秀英主讲，本着“一起成长”的教育理念，从实践出发，从构筑

家长学校教育平台、实施家校合作的培训、专注家长学校课题研究三方面做详细介绍。本次家

长学校开学典礼还邀请苏州教科院王晴博士为家长做了一次精彩的专题讲座，王博士的讲座理

论与案例相结合，从家长在教育孩子中的地位、当前社会的教育环境、国内外的教育形式、教

育孩子的首要任务四方面和家长现场交流，不仅让困惑的家长们明确了今后教育孩子的方向和

方法，更让他们对今后孩子的教育充满信心。

本次活动秉承了我校一贯以来坚持的“一起成长”的办学理念和“家校合作”的办学特色，

为逐步搭建起系统化的家教平台，打造“学习型”家长、“成长型”家长。

活动一：第九届家长学校开班典礼暨家校合作专题讲座

家校合作 共塑未来

——振华实小第九届家长学校开班典礼暨

家校合作专题讲座

2017年 9月 1日，振华实小迎来了新一批的

一年级新生家长，振华实小第九届家长学校开班

典礼在报告厅隆重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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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二：完成《家校共育家长调查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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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教科研资料积累与上传的有关要求

推荐教师阅读书籍：

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

龙应台，台湾著名文化人及公共知识份

子，台湾地区著名作家，作品针砭时事，鞭

辟入里。在欧洲、大陆、台湾三个文化圈中，

龙应台的文章成为一个罕见的档案，作品《野

火集》等具有很大的影响。

这本书里的龙应台是一个母亲，作为母亲的

龙应台和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龙应台有着丰富、

激烈的内心冲突，而正是通过对这一冲突的诉说，

表现出她内心深处的母爱。但它不是传统母爱的

歌颂，是对生命的实景写生，只有真正懂得爱的

作家才写得出这样的生活散文。

十五年前龙应台以一位母亲的亲身经验写下

《孩子你慢慢来》，她在书中说：“谁能告诉我做

女性和做个人之间怎么平衡？我爱极了做母亲，

只要把孩子的头放在我胸口，就能使我觉得幸福。

可是我也是个需要极大的内在空间的个人……女

性主义者，如果你不曾体验过生养的喜悦和痛苦，

你究竟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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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三：承办 2017 年度家校合作昆山实验区课题开题认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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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合作 共构合育课堂

——2017年度家校合作昆山实验区第七批课题开题论证会在振华实小隆重举行

2017年 9月 21日上午，2017年度家校合作昆山实验区第七批开题论证会在昆

山市玉山镇振华实验小学隆重举行，南京师范大学殷飞教授、市教育局基教科副科

长沈志坚科长、市教科室许春生主任、昆山家校合作指导中心副主任尹弘敏主任、

江苏省昆山第一中等专业学校科研处主任王文主任等专家和领导出席本次会议，朝

阳小学、北山湾幼儿园、振华实小等 8 个学校 11个课题参与本次课题论证会，市

教科室许春生主任主持会议。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这是教育部《关于加

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教基一〔2015〕10号）文件中明确指出的。这充分

肯定了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意义和主体责任。2017年，昆山市被列为全国首个

家庭教育合作实验区。基于此，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开展以“家校合作”为主旨的

各级各类课题研究。我校承办第七批课题开题论证会，会上，11位课题主持人代表

本课题组向专家一一介绍课题研究背景、概念界定、理论支撑、研究内容、目标、

步骤、预期成果等情况，并和核心组成员一起，接受了专家们的现场提问，专家领

导结合各课题特点及学校办学特色对课题提出建议，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式研

讨，气氛相当热烈。市教科室许春生主任对课题组成员提出要求，以课题研究为契

机，做好家校合作，增强家校共育实效，强调一定要把课题研究做出成效、做出特

色、做出品牌。殷飞教授从课题研究的意义出发，指出做课题一定要有课题意识，

为什么研究？抓住最基本的小问题，明确要解决什么。研究源起可以依据学校问题、

家庭问题、家校合作问题、也可以结合学校本学特色确立研究方向，细小化，做实

实在在有用的实践与研究。王文主任就课题方案的规范性给出专业的指导意见，与

会代表都获益良多。

我校课题《优秀传统家风家训的当代价值及应用研究》课题研究方向获得殷飞

教授的肯定，教授指出，当代价值是一个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结合我校《国学》

进课堂教学特色，家长、孩子、老师三位一体，以国学讨论课的形式，共构一个关

于优秀传统家风家训在家庭传播与发展的课程。

以课题研究为载体，基于实践研究家校合作中的问题，坚持在行动中研究，在

研究中行动，以解决教育教学实践中的困惑和难题，家校合作，共构合育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