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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政办公室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政办公室关于四川省

教育科研重大课题《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第二批子课题

申报与第一批子课题阶段成果评审的通知

各市（州）教科所（院）、第一批子课题研究单位：

为更好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关于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意见》，探索校家社协同育人

机制，深化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促进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在我省各市（州）

遴选部分区域、中小学幼儿园（含中等职业学校），组建四川省

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川教函〔2022〕601 号，课题批准号：

SCJG22A003，牵头主研单位：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原课题名

称为《推进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省域体系建构与实施研究》）

第二批子课题组，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同时，对第一批子课题开

展阶段成果评审，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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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二批子课题申报

（一）子课题申报原则

子课题申报工作由各市（州）教科（所）院负责组织。申报

本着自愿原则，从参研区域与参研单位研究兴趣及研究能力和需

求出发，确定是否参与本课题的子课题研究。

子课题申报主体可以是多元的结构。可以区域、市（州）教

科所（院）、县（市、区）教研部门、学校（中小学幼儿园，含

中等职业学校）和各级名师工作室（工作坊）名义申报，从而实

现申报主体多元、人员结构优化。总课题组定期对子课题研究单

位的研究工作及实绩（主要为物化过程资料及成果）进行检查考

核，对一年内不合格者进行问责通报，对连续两年不合格者予以

劝退。

（二）子课题申报程序

1.参研单位填写子课题申请书，报送县（市、区）教研部门，

县（市、区）教研部门汇总后，报送市（州）教科所（院）。

2.市（州）教科所（院）将审核通过的子课题申报评审书汇

总后报省教科院总课题组。

3.省教科院总课题组组织专家审查各市（州）上报的子课题，

并另行下文通知获得通过的子课题名单。

（三）子课题申报注意事项

1.子课题研究方向可参考《子课题申报指南》（附件 1）给

出的参考研究方向，确定子课题题目，也可结合自身实际，围绕

总课题自拟子课题题目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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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个子课题的主要负责人及主研人员不得超过 9 人。各市

(州)或县(市、区)可成立一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研究工作坊，以

加强相互学习和研讨。

3.申报时限：请各市（州）教科所（院）在 5 月 17 日前，

将审核通过推荐的子课题《申请•评审书》（附件 2）汇总，填写

《子课题市（州）汇总表》（附件 3，需要盖章）并进行报送，

此次申报只提交电子文档，不报送纸质材料，电子文档各市（州）

分类汇总后统一打包发至邮箱 1053588365@qq.com。

二、第一批子课题阶段成果评审

（一）评审范围

2023 年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立项的第一批子课题

（名单见附件 4）

（二）评审要求

2024 年 6 月 14 日之前，课题负责人按要求提交所有评审材

料。其中，按照总课题组提供的“阶段成果评审申请表”（附件

5，填写、签字、盖章后扫描或拍照为电子档）、“阶段研究报告”

（附件 6，可参考模板框架）、其他材料（附件 7，包括阶段研究

的活动记录、政策制定、文章发表、著作出版和推广证明等）与

开题报告（附件 8，需扫描或拍照为电子档，未盖章认定为未开

题），并与“阶段研究报告”查重报告五个文件打包以子课题编

号命名发送至邮箱 1053588365@qq.com。本次阶段成果评审，不

需报送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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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核推荐

1.凡涉及盖章的地方，各子课题需要所属立项单位或申报单

位同意推荐并盖章。

2.各子课题负责人在提交“阶段研究报告”时需自行查重，

提交查重报告，抄袭或重复率过高，直接取消参评资格。

3.每一项子课题最多只能填报1名课题负责人和8名主研人

员，若超过规定人数，自动按照前 9 位生成。

4.未按时开题的，不能参加本次阶段成果评审。

（四）奖项设置

按照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有关评审活动管理规定，评出

一、二、三等奖，最终获奖数量与等级根据规定按照质量和比例

进行计算，对特别优秀的子课题阶段成果进行会议和活动推广，

并在下半年课题研究现场推进会进行分享。

三、其他

（一）总课题组联系人：马云飞，028-85876148，邮箱：

1053588365@qq.com

（二）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黄荆路

11 号，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邮编：610225。

附件：1.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申报指南

2.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mailto:105358836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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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申请•评审书

3.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市（州）汇总表

4.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第一

批子课题立项名单

5.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阶段成果评审申请表

6.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阶段研究报告参考框架

7.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阶段成果评审其他材料构成

8.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

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

题开题报告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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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申报指南

子课题单位可以参考以下选题方向，选定一个研究方向开展研

究，也可结合本区域、本单位实际情况另外确定主题开展研究。

1.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研究

2.中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3.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4.幼儿园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5.中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6.小学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7.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研究

8.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理论研究

9.当前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状调查研究

10.当前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11.区域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模式研究

12.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标准研究

13.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队伍建设研究

14.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组织形式研究

15.家长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研究

16.家长学校办学模式研究

17.家庭教育指导服务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路径研究

18.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方式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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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新农村建设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方式方法研究

20.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方式方法研究

21.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研究

22.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23.问题行为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24.学校家长会的制度创新研究

25.家访制度的优化研究

26.班主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培训研究

27.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研究

28.家长委员会规范化运作模式研究

29.区域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验研究

30.准父母的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31.成功家教的典型个案研究

32.隔代抚养的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33.托管型孩子的家庭教育研究

34.家校协同专业人员认定标准及培养路径研究

35.全员导师制视角下家校沟通的研究

36.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37.家庭中的安全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38.家庭中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39.家庭中的品格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40.家庭中的媒介素养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41.中小学生的家庭性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42.家庭中爱国主义教育及其指导研究

43.不同学段指向关键问题解决的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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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申请·评审书

子课题名称

课题负责人

负责人所在单位

填表日期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制

2024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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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课题名称 “登录”栏“课题名称”处，每个汉字占一个单

元格，最多不超过 40 个汉字。

二、近期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是指近五年内，本课

题组相关人员公开发表、出版或在校级以上会议公开交流的，与本

课题研究的主要内容、主要观点、基本思路相关的论著。

三、印装要求 请用 A4 纸张，双面打印，于左侧简装成册。

四、报送数量 本表报送一式 3 份。

五、未尽事宜，请与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相关人员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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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 责 人 承 诺

本人自愿申报 2022 年度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题。

我承诺对所填写的《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

施研究子课题申请·评审书》（以下简称《课题申请·评审书》）所

涉及各项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如果获准立项，我承诺以《课题申请·评审书》为有约束力的协

议，接受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及其委托机构的管理，遵守本课题

管理的有关规定，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认真开展研究工作，达成研究

目标，完成研究任务，取得预期研究成果。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有权使用本表所有信息。

负责人（签字）

2024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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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登录

课题名称

负责人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研究专长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研

究

人

员

姓名 出生年月 专业职称 行政职务 工作单位

二、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近五年取得的与本课题有关的研究成果

成 果 名 称 著作者 成果形式

发表刊物

或出版单位

或公开交流的场合

发表、出版

或交流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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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曾经承担或参与的市级及以上研究课题

姓 名
负责人
/主研

课题名称 批准时间 批准单位
是否
结题

四、课题论证

（一）主要问题界定

一、拟研究、解决的主要理论或实践问题

二、核心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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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关研究综述

（三）本研究的价值、意义和创新点

（四）本研究的目标和内容

一、研究目标

二、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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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研究的思路和方法

拟采取的实施路径、措施，划分的研究阶段。

（六）预期的研究成果

预期形成的研究成果名称、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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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预期的研究效益

拟在学生成长、教师发展、学校发展 、教育改革以及社会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效

益。

五、完成课题的保障条件

课题组人员的学术背景、研究经验和组成结构（职务、专业、年龄），研究工作

必须的时间、物质、经费、资料等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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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研究经费

研 究 经 费 预 算

总 额 2024 年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元 元 元 元

经费管理单位负责人（签字）： 经费管理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自筹经费

来源数额

七、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四川省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有关管理规定，完全意识到

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负责人之申请书所填写的内容完全属实，课

题负责人和主研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适合承担该课题的研究工作；本单位能够提

供完成课题所需的时间和条件；本单位同意承担课题的管理职责和信誉保证。

单位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八、立项评审意见

由总课题组按照省教科院的审批意见，填写是否准予立项并盖章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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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市（州）汇总表

市（州）（加盖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序号 申报子课题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和单位公章一致）
联系电话 学段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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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第一批子课题立项名单
课题编号 课题名称 负责人 申报单位

SCJG22A003-1-01
《社交媒体影响下的青少年心理
健康分析及家庭教育应对策略研
究》

贺章勇
都江堰市八一聚源
高级中学

SCJG22A003-1-02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的方式方法研究》

吴媛媛
成都市新都区旃檀
小学校

SCJG22A003-1-03
《中小学校家庭教育指导师师资
队伍建设现状及对策研究》

陈小梅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
究院附属实验中学

SCJG22A003-1-04
《新时代中小学教师开展家访工
作的实践研究》

袁 成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
校

SCJG22A003-1-05
《家庭中的亲子阅读教育及指导
研究》

代敬涛
成都市新都香城中
学

SCJG22A003-1-06
《小学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
的实践研究》

强 波 彭州市致和小学

SCJG22A003-1-07
《新时代家长学校课程建设实践
探索——以成都石室蜀都中学为
例》

李贤江 成都石室蜀都中学

SCJG22A003-1-08

《中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以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校成都
附属中学阳光学苑劳动实践为
例》

向南东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校成都附属中学

SCJG22A003-1-09
《生命视域下城市中小学校家庭
劳动教育的实践探究》

郑 雨
成都市棕北中学西
区实验学校

SCJG22A003-1-10
《初中生家庭劳动教育的实践及
其指导研究》

车海燕
成都石室锦城外国
语学校

SCJG22A003-1-11
《城郊小学依托劳动教育开展
3334 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程 丽 成都市机投小学校

SCJG22A003-1-12
《家校共学共研，协同育人的实
践研究》

朱玉琴 成都市沙堰小学

SCJG22A003-1-13
《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策略
实践研究》

黄晓红 四川省彭州中学

SCJG22A003-1-14
《聚焦幼小衔接的小学家校协同
育人实践研究》

王 超
成都教科院附属学
校（西区）

SCJG22A003-1-15
《家校社视域下家访制度的优化
研究》

付小琳
成都师范银都紫藤
小学

SCJG22A003-1-16
《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与策略研究》

李娅玲
成都霍森斯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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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JG22A003-1-17
《构建学校家长委员会“3+”模
式实践研究》

古 雪 成都美视学校

SCJG22A003-1-18
《新区幼儿园家园社协同育人实
践研究》

方红梅
成都东部新区三岔
湖幼儿园

SCJG22A003-1-19
《协同育人背景下有效家校沟通
策略研究——以成都市一所九年
义务教育制学校为例》

杨 群 成都高新新城学校

SCJG22A003-1-20
《初中生家庭性教育指导研究初
探》

张 玉
四川大学附属中学
新城分校

SCJG22A003-1-21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家庭教育
研究：以校外教育活动阵地为例》

梁 坚 成都市青少年宫

SCJG22A003-1-22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推进劳
动教育落实的运行机制研究》

吴柯江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

SCJG22A003-1-23
《高中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
工作方法研究》

罗道猛
彭州市嘉祥外国语
学校

SCJG22A003-1-24
《班主任开展家庭教育指导的策
略研究》

周 恒 成都高新滨河学校

SCJG22A003-1-25
《县域农村中学心理不良倾向学
生家庭教育现状调查及学校指导
服务策略的研究》

王 帆
广安市武胜县教育
教学研究中心

SCJG22A003-1-26
《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
的研究》

柏艳艳 广安市第五幼儿园

SCJG22A003-1-27
《新时代农村幼儿园家校社协同
育人的策略研究》

李 琴
广安市前锋区小井
幼儿园

SCJG22A003-1-28 《培智学校家校协同策略研究》 胡良军
广安市特殊教育学
校

SCJG22A003-1-29
《中职学生家庭中的媒介素养教
育及其指导研究》

贺单浩
四川省邻水县职业
中学

SCJG22A003-1-30
《农村学校未成年人心理健康与
家庭教育研究》

钟小琴
广安市前锋区观塘
镇三台小学校

SCJG22A003-1-31
《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研
究》

陈春梅 邻水县第二小学

SCJG22A003-1-32
《农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
研究》

廖荣华 邻水县第二小学

SCJG22A003-1-33
《农村小学家庭品格教育指导研
究》

甘 健 邻水县三合小学

SCJG22A003-1-34
《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
究》

冯黎明
广安市广安区富源
小学校

SCJG22A003-1-35
《家长学校课程设计与实施的路
径研究》

胡丽丽
广安市广安区思源
小学校

SCJG22A003-1-36
《“双减”背景下农村小学家庭
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屈江凡
邻水县高滩镇中心
小学

SCJG22A003-1-37
《单亲或重组家庭初中生心理健
康与家庭教育研究》

刘中清 广安实验学校

SCJG22A003-1-38
《初中留守儿童家庭教育服务体
系研究》

匡春华 四川省武胜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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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JG22A003-1-39
《家庭教育对农村初中学生心理
健康影响的研究》

陈 勇
四川省武胜县万善
初级中学校

SCJG22A003-1-40
《新教育背景下家校共育对班主
任能力提升要求及实施策略探
索》

唐 维 广安石笋中学

SCJG22A003-1-41
《新时代高中学校家长会的制度
创新研究》

苑隆海
四川省广安第二中
学校

SCJG22A003-1-42
《新时代高中生家庭教育现状调
查研究》

何春华
四川省广安第二中
学校

SCJG22A003-1-43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的方式方法研究》

赵光瑛 金阳县城关小学

SCJG22A003-1-44
《幼儿园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
研究》

杨 琼
木里藏族自治县第
二幼儿园

SCJG22A003-1-45 《托管型孩子的家庭教育研究》 杨 彪
德昌县南山实验学
校

SCJG22A003-1-46
《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
究》

刘婷婷
德昌县第三完全小
学

SCJG22A003-1-47
《幼儿家庭教育现状及其对应策
略研究——以德昌县示范幼儿园
为例》

石杨平 德昌县示范幼儿园

SCJG22A003-1-48
《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
究》

张 莉 西昌市第七小学

SCJG22A003-1-49
《少数民族地区隔代抚养家庭教
育中的儿童身心健康研究》

金 丹 西昌市第三小学

SCJG22A003-1-50
《家庭中的安全教育及其指导研
究》

伍忠华
冕宁县彝海镇中心
校

SCJG22A003-1-51
《制度创新与家长会的协同机制
研究》

陶 红 西昌市第二中学

SCJG22A003-1-52
《凉山彝区扶贫搬迁户隔代抚养
家庭教育指导探究》

孟先林 越西县文星小学校

SCJG22A003-1-53
《少数民族地区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工作方式方法研究》

吉克日雷 普格县中学校

SCJG22A003-1-54
《基于家校共育背景下彝区农村
初中留守问题学生心理健康有效
策略实践研究》

简晶晶
普格县螺髻山初级
中学

SCJG22A003-1-55
《民族地区乡村学校未成年人心
理健康与家庭教育研究》

吴利梅
昭觉县三河乡中心
小学校

SCJG22A003-1-56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留守高中生
的家庭教育策略研究》

张 菁 会理第一中学

SCJG22A003-1-57
《高质量发展驱动下幼儿园家长
课程建构的实践研究》

李润珠
泸州市康城路幼儿
园

SCJG22A003-1-58
《培智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
实践研究》

邓茂江
泸州市特殊教育学
校

SCJG22A003-1-59
《家园协同培育“生活小主人”
的实践研究》

张礼平
泸州市铜店街幼儿
园



— 21 —

SCJG22A003-1-60
《家长学校课程与教材建设研
究》

周 洪 泸县教师进修学校

SCJG22A003-1-61
《新时代西部县城普高家长学校
“双核四驱”运行模式研究》

黄 勇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
学

SCJG22A003-1-62
《城乡结合部问题行为儿童的家
庭教育指导研究》

张 洋
四川省泸县第二中
学

SCJG22A003-1-63
《基于家校共育的父母专修学院
建设研究》

徐 宁 四川省泸州高级中
学校合江实验学校

SCJG22A003-1-64
《家园社一体的品格教育实践研
究》

王 静
叙永县叙永镇西城
幼儿园

SCJG22A003-1-65
《新时代乡村小学家校社协同育
人机制实践研究》

胡 浪
古蔺县龙山镇鱼化
小学校

SCJG22A003-1-66
《新时代学校家庭品格教育
1+2+3·3”指导服务策略研究》

龚 宇 古蔺县第四小学校

SCJG22A003-1-67
《新时代农村初中“家校德育”
协同机制构建与实施策略研究》

陈 渝
古蔺县崇文初级中
学校

SCJG22A003-1-68
《互联网+助推留守学生家校共
育的策略初探——以班级微信公
众平台为例》

徐 佳 四川省洪雅中学校

SCJG22A003-1-69
《小学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
“123”策略研究》

沈露红 洪雅县致远学校

SCJG22A003-1-70
《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平昌实践
与创新的研究》

苟兴和 平昌县第四小学

SCJG22A003-1-71
《3-6 岁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手册
开发与应用的实践研究—以仪陇
县紫东幼儿园为例》

何成凤 仪陇县紫东幼儿园

SCJG22A003-1-72
《幼儿园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
究》

周 丽
遂宁市河东新区任
家渡幼儿园

SCJG22A003-1-73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及其指导研
究》

曾义兵
遂宁市安居区第四
小学校

SCJG22A003-1-74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方式方法研究》

刘 吉
遂宁市船山区油房
街小学校

SCJG22A003-1-75
《基于双减背景下城市薄弱义务
教育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建构研
究》

王代彬 遂宁市第四中学校

SCJG22A003-1-76
《小学“校家社”协同育人资源
整合的实践研究》

张翠彬
遂宁市高升实验小
学校

SCJG22A003-1-77
《幼儿家庭教育中的品格教育指
导与研究》

向玲娟
遂宁市河东新区紫
竹路幼儿园

SCJG22A003-1-78
《幼儿园家校社协同育人的组织
与实施探究》

魏红桔 大英县实验幼儿园

SCJG22A003-1-79 《家校共育中的品格教育研究》 王红梅 大英县天星幼儿园

SCJG22A003-1-80
《乡镇幼儿园家校社协同育人的
实践研究》

廖朝秀
大英县隆盛镇幼儿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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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JG22A003-1-81
《新时代家园共育促幼小衔接实
践研究》

罗红君
遂宁市大英县盐华
幼儿园

SCJG22A003-1-82
《家庭中的劳动教育及其指导研
究》

李冬梅 大英县盐华小学

SCJG22A003-1-83
《隔代抚养的家庭教育指导研究
——基于四川省遂宁市某农村留
守儿童》

刘 丹
大英县天保镇小学
校

SCJG22A003-1-84
《中学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研
究》

李 容
大英县育英初级中
学校

SCJG22A003-1-85
《区域推进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模式研究》

王小荣
大英县教育和体育
局

SCJG22A003-1-86
《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幼儿园行
动》

尹 艳
遂宁市河东实验幼
儿园

SCJG22A003-1-87
《城乡接合部学校家庭教育现状
深度调查研究》

王 军 遂宁市龙坪学校

SCJG22A003-1-88
《基于幼小衔接的家园社协同育
人课程资源建设的实践研究》

翟 英
遂宁市船山区顺城
街幼儿园

SCJG22A003-1-89
《新时代幼儿园对家庭品格教育
指导服务的实践研究》

李 杨
遂宁市船山区物流
港瑰宝明珠幼儿园

SCJG22A003-1-90
《班主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培
训研究》

曹 艳 四川省安居中学

SCJG22A003-1-91
《学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
作方式方法研究》

卢业红
大英县蓬莱初级中
学校

SCJG22A003-1-92
《班主任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的培
训研究》

段吉锋 四川省大英中学

SCJG22A003-1-93
《家园共育视角下推进亲子教育
空间建构的实施研究》

郭 佳 德阳市第一幼儿园

SCJG22A003-1-94
《基于农村家庭教育中幼小衔接
关键问题的指导研究》

钱继光
德阳市旌阳区德新
小学校

SCJG22A003-1-95
《县域初中家校社协同育人实践
研究》

余 进

德阳市罗江区七一
潺亭中学、德阳市石
浩心理健康名师工
作室

SCJG22A003-1-96
《问题行为儿童的家庭教育指导
研究》

李 锐 德阳天立学校

SCJG22A003-1-97
《当前县域高中家庭教育现状
调查研究》

屈小林 四川省资阳中学

SCJG22A003-1-98
《学习困难学生家校协同教育
的策略研究》

邓红辉
资阳市雁江区第三
小学

SCJG22A003-1-99
《家校协同视域下农村中小学
生心理调适的实践研究》

周 科
安岳县白水九年制
学校

SCJG22A003-1-100
《家庭中爱国主义教育及其指
导研究》

李 芬 四川省安岳中学

SCJG22A003-1-101
《高中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
升策略研究》

陈 玲 四川省安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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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JG22A003-1-102
《“双减”背景下农村初中家
访工作体系建构与实践研究》

代作会
安岳县姚市九年制
学校

SCJG22A003-1-103
《农村初中家校社协同育人实
践研究》

李政桦
安岳县天宝九年制
学校

SCJG22A003-1-104
《基于“双减”的中学班主任
对家庭教育的 "引" +"协" +"培
"的研究》

周贤兵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
学

SCJG22A003-1-105
《农村初中学生家风现状调查
及策略研究》

张 琴
四川省安岳实验中
学

SCJG22A003-1-106
《家庭中爱国主义教育及其研
究》

芶小勇 小金县美兴小学

SCJG22A003-1-107
《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渗入家庭
教育的指导研究》

张国勇
阿坝州小金县达维
镇小学

SCJG22A003-1-108 《当前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段小利 小金中学

SCJG22A003-1-109
《家庭中的幼儿劳动教育及其
指导研究》

魏 薇
九寨沟县第一幼儿
园

SCJG22A003-1-110
《当代初中学生家庭教育现状
调查研究》

安 琼
绵阳市富乐实验中
学

SCJG22A003-1-111
《家校合作促进城镇小学生良
好运动习惯的实践研究》

何 龙
剑阁县香江实验学
校

SCJG22A003-1-112 《当前家庭教育现状调查研究》 任泽邦 剑阁县鹤龄小学校

SCJG22A003-1-113
《当前农村小学家庭教育现状
调查研究》

薛燕梅 剑阁县武连小学校

SCJG22A003-1-114
《隔代抚养的家庭教育指导研
究》

赵 聪 剑阁县公兴小学校

SCJG22A003-1-115
《班主任家校共育能力提升研
究》

郭庚林
剑阁县龙源育才学
校

SCJG22A003-1-116
《农村家庭中学生劳动教育的
策略研究》

王光明 剑阁县开封小学校

SCJG22A003-1-117
《义务教育阶段边、薄地区家庭
教育指导策略研究》

冯春玲
攀枝花市第三十一
中小学校

SCJG22A003-1-118
《高中生成功家教典型个案研
究》

李丽娟
攀枝花市第七高级
中学校

SCJG22A003-1-119
《民族地区家校社协同育人实
践研究》

吴世飞
攀枝花市仁和区教
育科学研究中心

SCJG22A003-1-120
《家校共育背景下的初中家长
学校“三级”家庭成长课程建设
与研究》

张沁笛
攀枝花市密地外国
语学校

SCJG22A003-1-121
《幼儿园家园社开展体育活动
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黄晓红
攀枝花市仁和莲花
幼儿园

SCJG22A003-1-122
《德育工作视域下开展家庭教
育指导的形式研究》

郭玉军
四川省攀枝花市大
河中学校

SCJG22A003-1-123
《班主任家校社共育能力提升
研究》

王守坤 万源中学



— 24 —

SCJG22A003-1-124
《高中学校家庭教育指导的实
践研究》

黄 超 四川省双流中学

SCJG22A003-1-125
《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的
家校协同育人实践研究》

张 莉
成都棠湖外国语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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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阶段成果评审申请表

课 题 批 准 文 号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及主研人员

（不超过 9人）

成果发表及获奖情况

课题负责人承诺

我承诺，对本表填写的各项内容真实性负责，

保证没有知识产权争议。如有弄虚作假行为或争议，

概由本人承担相应后果。

课题负责人（签字）：

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
（盖章）：

年 月 日

研究新进展、新成果

（获得过阶段成果奖、再次

申请的课题，必须填写此栏）

填写说明：

本表填写、签字、盖章后，必须扫描为 PDF 或拍照为电子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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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阶段研究报告参考框架

标 题

一、课题研究背景

二、课题总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三、阶段研究目标和内容

四、阶段研究进程及活动

五、阶段研究进展与成果（认识性成果、操作性成果、物化成果）

六、阶段研究效果

七、阶段研究不足、反思和下一阶段研究设想

八、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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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阶段成果评审其他材料构成

一、阶段研究的活动记录

二、政策制定

三、文章发表

四、著作出版

五、推广证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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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

《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

子课题开题报告

四川省教育科研重大课题（牵头研究）《新时代学校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实施研究》子课题

开 题 报 告

课 题 名 称

课题负责人

课题承担单位

填 表 日 期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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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题报告会活动简况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主持人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专家组构成

姓 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签字

课题组主要参研人员

姓名 职称/职务 工作单位 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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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题报告要点

问题提出和核心概念界定

研究综述和本课题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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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和内容

研究措施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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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研究成果和效果

研究的保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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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家评议要点

■侧重对课题组报告要点进行可行性评估，提出意见和建议（800 字左右）。

专家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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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计划调整说明

■侧重说明根据专家评议意见和建议所作的研究计划调整（8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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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所在学校或有关单位意见
■简要说明开题报告情况是否属实，加盖公章。

（盖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