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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技术为人类社会发展带来各种新的

机遇、挑战和变革。随着社会经济

结构转型速度加快，我们正经历着

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

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家庭结构

和功能发生深刻变化，对传统家庭

教育也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家促

法”颁布实施以来，教育内外做出诸

多有价值意义的探索实践。2023

年，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的意见》，对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

育人新格局提出了科学指导意见。

如何处新形势打开新视野？

如何立新视野描绘新需求？

如何应新需求构建新格局？

如何以新格局促进新发展？

这是属于时代的命题，需要学

校、家庭及社会携手探索答案！

在“2022 中国家庭教育体系化

发展50例”的征集中，我们征集了数

百例有关家庭教育体系化发展的经

典案例，涌现出数百个“勇立潮头”

“敢想敢为”的个人、学校及社会组

织，通过对经典案例的选树、发布、

交流、宣传及辐射，他们汇聚出的家

庭教育群体智慧引发了千千万万教

育同仁的关注，对家庭教育领域的

实践也产生了深远的指导意义，在

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

2023 年，我们翻开了家庭教育

发展的新篇章，在这篇音符跳动、色

彩缤纷的纸页上，我们期待听到您

的“新声”。现在，“2023学校家庭社

会协同育人发展 50 例”（以下简称

“50例”）正式启动征集。

“50例”征集活动由2023亚洲教

育论坛家庭教育分论坛重磅发起，

旨在挖掘家校社协同育人发展典

型，共分学校篇、个人篇、社会篇，以

下为具体要求：

一 发起单位

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组委会

二 论坛学术支持单位

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家庭教育专

业委员会

家校社协同心理关爱平台办公室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积极心

理学研究中心

四川省家庭建设研究院

三 媒体支持

中国德育

中国教育报·家庭教育周刊

教育导报

四 征集内容

（一）主题

2023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发

展50例

（二）范畴

1.征集对象：学校、个人、社会

（政府、企事业单位等）

2.征集内容：各区域的政府、企

事业单位、中小学（幼儿园）、家庭及

个人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新格局过程中的智慧凝练、实践记

录、成果展示、经验分享、感想感悟、

意见建议等，任何独具特色、成效显

著且具备一定榜样风采的家庭教育

典型“故事”。

（三）成果展示
1.论坛组委会将组织权威专家

团队对案例进行审定；

2.优秀案例将收录于《2023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发展50例》，由组

委会出具收录证明；

3.入选案例结果公示及报道：评

审结果出炉后，将在多家媒体进行

新闻发布，公示并揭晓“十佳优秀案

例”遴选结果及 50 例入选案例全名

单；

4.1-2 名优秀案例在 2023 亚洲

教育论坛家庭教育分论坛进行现场

交流；

5.收录案例在2023亚洲教育论

坛家庭教育分论坛上作最终展现。

五 投递须知

（一）征集要求

1.案例文稿限 5000 字，摘要限

300字，3-5个关键词；

2.案例文稿内容健康积极、资料

真实，有参考实用性与研究性；

3.征稿时间：即日起截止2023年

6月15日

（二）案例确保不涉及保密、署

名等争议，文责自负；

（三）请案例征集参与方自留底

稿；

（四）提交方式：案例文稿电子

版（word 文档名为参与方姓名+标

题）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txzjtjy@

163.com，邮件标题请注明“2023 亚

洲教育论坛家庭教育分论坛+参与

方名字”字样。

（五）完善报名信息：请扫描下

方二维码填写报名信息。

（六）本次征集活动是为助力行
业发展的公益行为，不收取任何费
用。

【扫码报名】

六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

陶老师：18113199272

座机号：028-85180135

邮 箱：txzjtjy@163.com

2023亚洲教育论坛组委会
2023亚洲教育论坛家庭教育分论坛

2023年5月20日

我的家乡在新津，一个从北周

时期就定名的古城。新津有很多有

趣好玩的地方，但在我心里，城区内

栋栋高楼的繁华，却不及城外的一

片稻田。

这片稻田被称作“中国天府农

业博览园”，简称“农博园”，位于新

津区兴义镇，是四川农博会

的永久会址。去年10月，第

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在

这里举行。在“庆丰收·迎

盛会”主题的吸引下，我和

四方来客一起走进了农博

园。 一进农博园，放眼望

去，只见成片五彩斑斓的稻

田，构成了一幅幅绚丽的秋

收图。沿着农博园的路往

里走，就会发现左面一片开

着红花的高山荞麦，右边是

连小孩子都合抱不过来的

南瓜……走过长廊，就能看

到从棚顶垂下的一串串长蛇般的大

丝瓜和青绿葫芦在风中微微晃动。

在国学文化体验区和集市区，小朋

友们还可以体验活字印刷术、团扇

绘制等传统文化元素和品尝各类农

副食品。

一路行至农博园的主展馆。它

是全球跨度最大的木结构建筑之

一，曾经在加拿大第38届国际木结

构 设 计 和 建 造 大 奖 评 选 中 荣 获

Merit 优胜奖，形似一片金色的麦

浪，在无边的田野里起起伏伏。

除了大国粮仓科技馆里最新农

业科技产品的展示，最不能错过的便

是农耕文明博物馆。走进博物馆，时

间的卷轴缓缓铺开，带领游客回到了

上古时代。作为成都平原稻作文明

的发源地，早在4500年前的新石器时

期，新津就有原始部落在这里繁衍生

息了。当时的宝墩先民在新津这片

沃土上播种稻粟，驯化猪犬，抗击洪

水，逐步开启了古蜀文明的篇章，对

三星堆文明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丰

收，不仅是祖先们在艰难的自然环

境中求生存的美好心愿，也是现代

的我们安身立命的最大保障。我愿

为家乡的农博园代言，愿它成为记

载我们中国人与粮食不解情缘的一

座丰碑，永远屹立在广袤大地上。

成都市新津区实验小学
四（5）班 方翎彧

指导教师 田钶稞

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

都江堰的水清澈见底，静时

如镜，动时澎湃，直冲那天边的晚

霞而去。都江堰的美，是无法用

语言来比拟的，它的绿，这里就像

室外桃源，挣脱世俗的束缚，书写

自己的山水诗画。

而我，尤爱清晨时的她。

当晨曦初照，清脆的鸟鸣催

人醒来，天边泛起醉人的鱼肚白，

第一缕阳光倾泻而下，云层被染

红了，与天空融合在一起。我迷

迷糊糊地睁开眼，便望见了这美

到令人窒息的画面，心弦不经意

地被拨动了一下，颤颤的、轻轻

的，发出微微弱弱的旋律，渐渐萦

绕在整个胸膛。

这是我从未见过的景色：初阳的红，红

得热烈，红得潇洒；阳光下的都江堰，山水

满绿，绿得清新，绿得静谧，绿得出奇。两

种颜色冲撞在一起，碰撞出都江堰的巧夺

天工。

一声鸟鸣划破长空，俏丽的身姿一闪

而过，留下回声若有若无地荡漾着。我赤

脚走在草地上，晨曦洒满的草地刚刚回暖，

清嫩的草尖仿佛能溢出水来。柔软的草尖

轻轻挠着我的脚板心，痒痒的、酥酥的。清

风拂过，绿草轻轻摇摆着身体，一下一下地

起伏着，我忍不住躺下去，和这碧波一起融

为一体。

直到天边最后一抹艳红渐渐褪去，我

才依依不舍地站起来，回首留恋，我望着天

空逐渐呈现湛蓝，心中的旋律慢慢平复。

都江堰，一个我去多少次都不会厌倦

的地方，我爱她的山清水秀，爱她的鬼斧神

工，她的每一根草，每一片叶，都净化了我

在喧闹城市中烦躁的心。

成都市草堂小学西区分校
六（2）班 张曦文
指导教师 张洁

看着那张被遗弃在角落沾满

了灰尘的网子，我的思绪回到了

两年前的夏天。

每年暑假，我都会回老家。

每一次回家，哥哥便早早地在堰

塘旁等我。堰塘呈长方形，又宽

又大，有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堰

塘四周都围了栏，只留下了一条

狭长的小路通向堰塘。塘里的水

很清澈，就像一面明镜，清晰地映

出天空的颜色。塘里的鹅卵石清

澈可见，鱼儿在石头缝中嬉戏玩

耍，螃蟹在大大扁扁的鹅卵石上

晒太阳。不过，我最爱做的事却

是——抓小蝌蚪。

我和哥哥一手拿着网子，一

手提着水桶，来到堰塘抓蝌蚪。

我们沿着陡峭的小路,小心翼翼地

来到了塘边。我们先把桶里装满

水，扫视了一下堰塘，远处一块水

面上，一团跳动的“乌云”，黑压压

的。这些蝌蚪像一颗颗有粘性的

黑珍珠，油亮亮的，还拖着一条细

长的尾巴，它们在组团晒太阳呢！

哥哥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把

网子轻轻放进水里，可小蝌蚪们

不知被什么东西惊动了，开始四

散奔逃。但是哥哥并不惊慌，他

泰然自若地重新挑选了一处蝌蚪

较多的地方，可这群小蝌蚪仿佛

早已接收到信号，不等网扑来便

迅速有组织地朝另一个方向游

去。哥哥的网就在后面紧追不

舍，找准时机猛地用力一推，再勾

手一回，干脆利落地把网子一

抬。哥哥一看，网了满满一兜，刚

才还欢快游动的小蝌蚪们顿时成

了一群“小俘虏”。

我也学着哥哥的样子，但是

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成功。脑子里

快速回放哥哥的那些招数，这次

我眼疾手快，终于成功了。我看

着网子里的蝌蚪，目瞪口呆：“我

竟然网了这么多？”哥哥喜笑颜

开：“对呀，既然网够了，也感受到

了快乐，我们就把它们放了吧！”

我点头同意。于是，我们把小蝌

蚪又放回到了水里。

眼前的这张承载快乐的网，

早已积满了灰尘。现在的我们，

学习任务重，每天有看不完的书，

做不完的卷子，上不完的课……

留给我玩耍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也越来越怀念以前了，就让我

的心留在那充满童趣的堰塘里，

留在那张网子上……

成都市实验小学
五（6）杨雨彤

指导教师 刘希敏

在“弘扬诚信风·永远跟党走”主

题班会上，欧老师说：“诚信是一种高

尚美德，诚信是一种力量，更是一种

财富，一个讲诚信的人，会被人称赞、

尊重和信任。”在我身边，也有许多诚

信故事，但令我记忆深刻的是李丹守

诚信。

有一次星期六，我约好朋友李丹

星期天一起去图书馆看书，她毫不犹

豫地说：“好，明天我们一起到图书馆

去。”于是，我们约了星期天下午两点

在图书馆大门口见面。

星期天下午一点半，我提前到了

图书馆大门口，李丹还没有到，于是

我先进去看了二十分钟书，到了一点

五十分她还没有来，我又等了五分

钟，她还是没有来。

我想：她平时很讲诚信呀，今天怎

么会失信呢？我正准备去图书馆看书

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原

来是她——李丹。她气喘吁吁跑过来

说：“我没有迟到吧。”我看了看电子手

表，刚好两点。我问她：“你怎么跑得

这么急呀？”她笑了笑说：“我一点半正

准备出门，可我妈妈突然胃痛，于是，

我就陪妈妈到药店去买了药，又送妈

妈回家。回到家后，我才想到我和你

有约，就马上赶过来了。”

我听完后，感动得热泪盈眶，马

上对李丹说：“你赶快回家去照顾你

妈妈吧。”“好吧。再见！祝你开心。”

她对我说完，便转身飞奔而去。

虽然李丹没有陪伴我看书，但是

我依然很开心，因为我有一个诚实守

信的好朋友。通过这件事，在她的身

上，我看到了一种美德，这种美德叫做

“诚信”，这种诚信美德铭刻在我心中，

这种诚信风气值得在全社会弘扬。

广元市利州区东城实验小学
六（6）班 张诗琦
指导教师 欧红英

我的爷爷，一个80多岁的老

农民，耕种着几亩田地；身体硬朗

的他还养了一群鸡和鸭，和一只

顺性、不咬人的狗。

在我七八岁时，有许多次上

学放学都是爷爷负责接送我，这

意味着我要走半个小时的路程，

若是父母接送，情况当然好很

多。

每当放学后，看见爷爷出现

在校门旁的角落里，高大的身材

让那皱纹在人群中格外突出时，

我便心里一沉，又要走路回去

了！那段时光，我总是厌烦爷

爷，说话时的语气也非常不屑。

直到有一天，爷爷决定返程

回到老家时，一切发生了变化。

那天上午，爷爷背着一大包东

西，就像接送我时背着我沉重的

书包一般，背弯得像冬日的垂

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爷爷背东

西的样子，让人心疼。他走了，

临走时对我说：“这段时间不知

道爷爷哪里得罪了我的孙子，

爷爷给你道歉。”说完，他默默

转 头 ， 迈 着 沉 重 的 步 伐 离 开

了。我凝视着爷爷一点点远去

的背影，怔怔站在原地，心中

充满愧疚，是我错了，还是爷爷

错了。

那幅画面，那一句话，也成了

我后来难忘的印迹。也因此，我

变得极其孝敬爷爷，说话时轻言

细语，总是先考虑老人家的感受

与需求。

自从爷爷那一次回去后，便

成了一根扎根在故土难以拔出的

葱，不管如何应求，爷爷再不来

成都了。此后每一次相见，都成

了我们回家乡看他，我也不清楚

曾经我的过错与这有没有关系。

总之，那种愧疚感挥之不去，天

长日久，便成了我孝敬长辈的动

力。

每当我看见爷爷背着背篓去

田间劳动，总能忆起他为我背书

包的画面。明明是他在无形中给

予我温暖，我却以无形为由，只接

受温暖而忘记感恩，多年前爷爷

的道歉成为了孙子最大的自我嘲

讽。

这件事，可能爷爷自己也忘

了，只有我一直在用最大的孝心

平衡心中的愧疚，但始终忘不了

我曾经的过失。

成都外国语学校
初中2022级1班 覃品菖

指导教师 张又心

2023亚洲教育论坛年会家庭教育分论坛案例征集通知

点 评

本文取材真实生活，段落分明，过渡自然，字里行间充分体现了作者对童年往
事的无限向往以及长大后的苦恼之情，文章结尾点题，情真意切。

清
晨
的
都
江
堰

清
晨
的
都
江
堰

点 评

本文构思巧妙，笔调清新，感情真
挚。作者用优美的文字和真实的感受
写出了都江堰清晨独特的美，让人身
临其境。

家乡的农博园家乡的农博园

点 评

作者从农博园所见的丰
收之美追溯到这片土地悠久
的历史文化之美，全文没有
一个“爱”字，却让人深深感
受到作者对这片稻田、这片
土地的热爱。

守诚信的李丹守诚信的李丹

点 评

作者详细描写了李丹守诚
信的经过，突出要弘扬诚信风气
这一中心思想。文章层次清晰，
语言简洁，中心突出。

挥之不去的愧疚

点 评

文章回忆了作者与爷爷
的点滴相处，通过描写让其
“愧疚”的一件事以及对此事
的思考，表达了后悔之情以
及对爷爷的爱。语言质朴，
感情真挚，展现了祖孙之间
相互的深厚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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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长大我不想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