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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概况

班书共创活动由满天星公益提供班级阅读活动方案，老师组织班级学生共读主题图书，集体创作一本

属于班级的图画书，最后由满天星公益组织评奖和配置奖品。本活动结合乡村学校需求现状，能有效解决

学校老师因精力不足无法策划组织大型校级阅读推广活动的困难。同时通过统一的策划与组织，促进校内、

镇级、县域的阅读推广成果交流，以此丰富各校老师对校园阅读推广的策划与组织经验，为学生营造良好

的共读共创的阅读氛围。

本年度项目以“书”为主题，回归阅读本质，拉近学生与图书的距离，鼓励学生思考书中蕴含的价值

和力量，书写与图书结缘的故事。

（二） 项目大事记

日期 项目活动内容

2023 年 7-8 月

项目组与研发团队讨论年度策划及时间安排

结合“与师同绘”活动，开展活动预热

迭代更新活动方案，制作活动配套文件

2023 年 9 月
发布推文，班书共创活动开放申请，

邀请专业作家及往年获奖指导教师，开展线上交流会分享创作经验

2023 年 9-12 月 联合教育局在阅读联盟开展“我”主题班书巡展活动

2023 年 9-10 月 项目组跟进班书创作进度，提醒并推动学校进行校内评选

2023 年 12 月 县教育局收集校级优秀作品，满天星公益建立专家评选团，开展作品评审

2024 年 1 月 召开项目会，开展项目年度复盘总结

（三）项目产出和成果（数据数表+活动图片+文字介绍）

2023 年“书香校园·班书共创”活动在秋季学期举行，本年度以“书”为主题，鼓励学生思考书中蕴

含的价值和力量，书写与图书结缘的故事。本次创作活动有三个子主题，包括“我和书”、“神奇的书”、“书

的力量”。

活动共有来自广东省云浮市新兴县及郁南县、河源市连平县、韶关市仁化县、梅州市大埔县、贵州省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剑河县 6 个县域，共计 135 所学校的 1,722 个班级报名申请活动，报名学生人数达

到 77,033 人。

活动最终共收到 125 所学校 1,210 份作品反馈，参与学生人数达 52,361 人，其中有 1,173 份班书作品

进入县级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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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参与情况 新兴县 郁南县 连平县 剑河县 仁化县 大埔县

参与学校 61 26 5 3 15 14

参与班级 467 422 19 22 174 92

参与人数 18420 20260 804 1096 7465 4316

左图-班级进行班书创作故事讨论 右图-老师在指导班书创作

（四） 项目经验（优势+不足）

1.项目亮点

1.1 联盟巡展分区展览，注重班级之间经验交流

为了进一步促进县域内阅读推广成果的交流，及提升展览影响力及效果，项目组在班书共创的招募及

创作阶段与新兴县、郁南县、仁化县、大埔县教育局合作，开展了“我”主题班书巡展活动。推动创作班

级在创作前后能近距离观摩学习到往年优秀作品，从而进一步激发班级创作热情和灵感思路。最终，优秀

的班书作品在阅读联盟的 70学校及 1所县图书馆进行了流动展览，并由部分的镇中心学校统筹展出到村小，

让更多学校了解到班级共创活动及尝试参与其中。

为了进一步促进优秀班书作品的经验分享、加强校际创作交流、提升学生阅读与创作兴趣。本年度班

书展览设计三个分区，“本校班书区”放置本校所有获奖作品，并邀请本校获奖班级指导老师或学生代表分

享创作经验，促进校级内创作交流；“观展互动区”展示其他学校优秀作品并鼓励观众留言，加强创作者与

读者的互动；“创作体验区”提供创作指引单，鼓励观展师生进行主题故事接龙或物品联系创作，体验简易

的班书创作过程。

左图-班书巡展活动现场 右图-学生展示观看班书后的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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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跟进教师指导情况，注重质量创作

根据往年教师反馈，尽管提前在项目交流会参与了培训，仍有不少老师在创作不同阶段存在疑问，因

此本年度项目组开展每周创作小提醒，包括参考时间节点提出本周建议完成的内容，以确保教师能够合理

安排时间，按计划推进创作进程。此外，每周小提醒还会包括对班书结构的建议、如何引导学生进行故事

及美术创作的技巧等内容，在不同渠道的宣传中均重点强调故事“连贯性”和“原创性”等标准，这不仅

有助于解决教师的疑惑和问题，还能促使教师更加关注创作的细节，提高作品的质量和完整性。

同时，项目组根据往年学校开展情况，重点识别及关注持续参与活动但作品成熟度较弱的学校及老师，

进行一对一答疑及指导支持，并邀请相关学校的老师参与暑期的“与师同绘”图画书创作线上工作坊，与

著名图画书作家一起学习、交流和创作，体验创作一本图画书，更深入了解图画书的创作技巧和艺术魅力。

1.3 优化评审流程，加大外部专业评委阵容

项目组迭代了更标准化的评审流程及更新了评审机制，通过评审前的试评、评审培训、细化不评审标

准等工作提升了评审效率，确保评审工作的专业性和公正性。

本年度特别邀请了更多外部专业评委共同参与终审环节，包括著名的图画书作家、童书出版社资深编

辑及美术画室创始人等，将从不同的领域的多方面角度对班书作品进行深入赏析和点评。

1.4 探索数字化工具支持，提升项目工作效率

项目组与机构信息部紧密合作，根据项目参与规模日益增加而项目团队人手规模有限的情况，运用 RPA

数字工具协助项目组处理大量、重复的工作流程任务，包括按指定模板导出学校数据清单、班书的基础排

版等批量性工作。该数字工具能有效减少人工时间成本，提高工作效率，也能大幅度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

的误差，缩短了原来项目工作人员需要人工整理的繁琐工序和多次检查的时间。

左图-班书原稿成果展示 右图-评审人员合照留念

2.项目建议

2.1 联合线上展览，加强公众宣传

班书共创活动每年会评选优秀作品并制作成精装本，进行阅读联盟学校流动展览及公共图书馆合作展

览。各阅读联盟地区班书作品成果丰硕，但作品知名度及项目影响力有限。为此项目组将联合机构品牌部

门开展线上展览，通过建立专门的展览平台、制定宣传推广方案、组织线上推广活动等策略，推动更多公

众能欣赏到乡村儿童创作的班书作品，提升班书共创活动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让更多公众了解到乡村儿童

眼中的世界。同时，线上展览将方便更多联盟学校了解项目内容，推动更多班级参与活动，也有利于创作

经验较浅的班级观摩学习优秀作品，进一步体会“相信孩子、鼓励原创、集体参与”的班书共创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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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点关注部分学校，提升班书理念触及度

根据项目组分析，部分学校班书作品质量欠佳的源于对班书要求及理念了解不足，导致作品不符合评

选标准或创作形式单一。为了更好支持班级提升创作质量，项目组将进行学校梳理，重点关注作品成熟度

较低的学校，并通过访谈了解原因、结合特色班书展览和定向定期跟进等方式，向学校传递班书理念及基

本要求，以促进其班书质量的提升。

另外，项目组将迭代宣传物料，通过项目宣传视频、宣传手册等形式，并结合不同项目组实地培训及

回访的机会，向更多老师介绍班书项目并传播其核心理念。同时，通过视频展示项目成果，让更多人了解

并认识到班书的价值和影响，吸引更多老师参与到班书共创活动中。

2.3 资源包研发精细化，加强交流会宣传

根据教师关于“活动方案”的建议反馈，项目组将会联合研发团队，在班书创作主题设定方面更加注

重贴合学生生活以及有利于打开学生想象力的内容；在活动资源包方面，对引导单进行更细化分类，方便

不同经验的老师使用，并迭代项目介绍视频以便于老师开展指导。

此外，本年度项目组共组织了两次线上直播的班书交流会，邀请了著名图画书作家及往年获奖老师分

享创作经验及指导方法，为教师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参与直播的老师反应热烈并表示收

获颇多。但由于宣传力度及宣传渠道的不足，仍有不少老师错过了此学习机会。因此，项目组将加大宣传

力度，让更多的教师了解线上交流会的内容和亮点，邀请更多老师参与，共同提升创作水平和指导能力。

左图-学生在共创班书页面 右图-学生与班书作品大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