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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孩子以前阅读习惯不

太 好，现在阅读的主动性提高

了。”1 月 2 日，绥宁县长铺镇藏

珑小区居民段义霞开心地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一切都归

功于县妇联把亲子阅读课送到

小区里。

2023 年 6 月底，藏珑小区物

业经理王钢华在小区巡逻时，发

现小区不少居民在聊天中都提

到，学校提倡阅读，但家长没有

好方法引导孩子在家好好阅读，

甚至有些家长认为阅读是孩子个

人的事情。

听到这样的讨论后，王钢华

立即向所在社区求助，从社区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知道有定制家

庭教育课后，联系上了绥宁县妇

联分管家庭教育工作的挂职副主

席杨熙彤，希望县妇联能够上门

提供对应的亲子阅读主题讲座。

杨熙彤随即到藏珑小区进行

调研，发现小区很多居民都有这

样的需求。“掌握居民的实际需

求后，县妇联把这个定制课交给

了最适合的县家庭教育讲师团成

员丁霞。”

丁霞是绥宁县东方爱婴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示范站的讲师，从

事早教工作多年，她曾在外专门

求学，拥有家庭教育指导师、高

级心理咨询师、绘本阅读指导师、

育婴师等多个职业资格证书。

丁霞根据小区居民需求制定

完授课演示文稿后，还将内容发

到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群里，请

大家一起帮忙磨课，以求达到最

好的效果。

2023 年 7 月 17 日， 丁 霞 在

藏珑小区活动室以“亲子共读 阅

享童年”为题开讲，小区几十户

居民带着孩子前来参加，县妇联

工作人员则在现场发放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湖

南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宣传

资料。

丁霞的授课充满趣味，引起

了孩子们参加阅读活动的极大

兴趣。“我们的授课就是给家长

示范，如何引导孩子爱上阅读。”

丁霞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在引导孩子阅读上，我们要注

意三个方面的事情。一是家庭生

活中要出现书，让孩子知道书和

绥宁探索“定制款”家庭教育：你点单，我上门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唐天喜

“大娘，好消息哩！您上次反映的想听如何教育好孙子的家庭教育课 1 月 4 日就要送课到村了，您莫错过了！”
1 月 2 日，在邵阳市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新水冲村，村妇联主席黄成香正忙着上门提醒村里的大爷大娘们及时听课，并安排布置讲课现场。
与此同时，绥宁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爱在我家”的家庭教育讲师团成员们还在忙着为这次课程进行磨课，作最后的优化。
这是绥宁县开展家庭教育定制课活动的一个片段。
近年来，绥宁县妇联创新打造“爱在我家”家庭教育品牌，通过开展定制讲座等定制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等活动，以点单方式按群众所需把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送到村、社区。仅 2023 年，“爱在我家”就开展了线上线下家长课堂 100 余场次，亲子阅读 200 余场次，亲子户外活动 20 余场，全县 3 万余个家庭参与并受益。

随着“爱在我家”品牌的打造

和声名鹊起，绥宁县妇联强力推动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深入县、乡镇、

村社三级服务阵地。截至目前，全

县已建成 17 个乡镇级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站、235 个社区（村）级家庭

教育指导站，实现了全县覆盖。

各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通过

举办家校社共育论坛、招募社会组

织参与家教公益等方式，为各级家

庭教育指导做好延伸和补充。杨熙

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县妇

联还举办了家庭教育专项职业能力

指导培训，将全县乡镇、社区（村）

家庭教育指导员纳入培训对象，累

计取得家庭教育指导专项能力证书

和婚姻家庭咨询师技能等级证书者

有 212 人；派驻县家庭教育志愿讲

师与乡镇、社区（村）结对担任家

庭教育指导员工作，共组建家庭教

育讲师团，成员 60 余人。

绥宁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肖

菊容表示，绥宁县妇联将充分发挥

绥宁县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的课

程开发及辐射带动能力，以县域各

家庭教育示范站点及覆盖全县各

村（社区）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

为平台，以生动活泼的家长课堂为

载体，以富有创造性的亲子活动为

抓手，依靠不断发展壮大的绥宁县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爱在我家”

家庭教育讲师团的力量，为广大家

庭持续提供定制化的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让身处大山深处苗乡侗寨的

孩子，都有机会在良好的家庭教育

助推下，健康成长。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

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

才是真正的人生‘起跑线’。”邵阳市

妇联党组书记、主席周玲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2021 年中国家庭

教育白皮书》调查显示，约 58% 的

家长表示凭感觉教育孩子，缺乏有

效的教育方法。绥宁县妇联创新开

展定制式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

正当其时，精准有效，满足了时下

广大家长的迫切需求，是邵阳妇联

系统开展家庭教育工作的有益尝试，

展现了邵阳女性在家庭教育工作中的

“她智慧”，邵阳妇联系统要继续探

索社区家庭教育的发展之路，建立

起良好的“家校社”协同共育合作机

制，帮助和引导家长树立正确的家

庭教育观念、掌握科学家庭教育方

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能力，促进全

市家庭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定制家庭教育课进村进社区

玩具一样，都是他们的好伙

伴。二是让孩子知道读书是

一件快乐的事情。家长要以

身作则，以快乐的情绪、夸

张的动作来吸引孩子的求知

欲、探索欲。三是在安静阅

读之外，要带孩子在现实中

感受，去书中描绘的地方或

相近的地方进行感受，通过

现实的参照物，让书中的文

字活起来。”

课后，小区居民段义霞

还加了丁霞的微信，就自己

家的情况进行请教。“丁老

师每一次都非常认真地解

答我的问题。非常感谢！”

享受定制家教课的不止

藏珑小区的居民。

2023 年 7 月 26 日， 在

长铺镇长征路社区，一堂有

关隔代教育的定制课在该

社区举行。“本身是社区妇

联主席反映当地不少孩子都

是爷爷奶奶在带，想要一堂

定制课。”杨熙彤告诉今日

女报 / 凤网记者，该社区一

家宾馆的负责人陈文华获悉

后，立马表示愿意提供场地。

原来，该宾馆职员中，大部

分都是年长者，在陈文华看

来，这是对员工的一项非常

好的福利，也有助于员工更

好地开展工作。“员工没有

了后顾之忧，自然能更好地

完成工作。”陈文华说。

而在 2023 年暑期即将来

临时，绥宁县长铺子苗族侗

族乡枫香村妇联主席魏佳玉

向县妇联请求定制儿童保护

课程。“暑期容易出现儿童安

全问题，我们村里留守儿童多，

很多爷爷奶奶不知道如何管

教孙子孙女，因此希望得到

这方面的帮助，让留守儿童

安全过暑假。”魏佳玉告诉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这一次，曾在校任职班

主任并担任儿童权益保护公

益讲师的杨熙彤接过了授课

任务。她精心制作了授课演

示文稿，并在活动中通过有

奖竞答等形式，把暑假儿童

安全知识教给了全村儿童，

并告知老人如何与孙子孙女

相处。

“我们之所以推出定制

类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就是

因为如果送的课 对家长们

无用，那就没有人听，我们

的工作也就没有意义。我们

就想切切实实地帮助家长们

解决痛点。”杨熙彤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爱在我

家”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定制

菜单，包括定制讲座、家长

沙龙、亲子阅读等多种活动

形式，“我们希望以点单方

式把服务送到村里社区，确

保家庭教育服务的精准推送

和供需匹配”。

2023 年，“ 爱 在 我 家 ”

共开展 线上线下家长课堂

100 余场次，亲子阅读 200

余场次，亲子户外活动 20

余场，全县 3 万余个家庭参

与并受益。

“一对一”帮扶留守儿童
在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过

程中，绥宁县妇联工作人员发现，

很多家长需要的是亲子活动、家庭

教育技巧等内容。而对于留守儿童

来说，他们更需要关爱。

“现在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并不

大，孩子的物质需求基本上能满足，

但留守孩子的精神需求有缺失，他

们需要陪伴，需要有人一起玩、有

人一起分享。”杨熙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教育孩子有三道关：用

心陪伴、做好榜样、负责到位，但

有些家庭第一道关都无法做到。

为此，绥宁县家庭教育指导服

务中心“爱在我家”团队又成立了“爱

在我家”巾帼志愿者服务队，为留

守儿童补上家庭教育中缺失的陪伴。

目前，有 400 多个志愿者家庭加入

进来，与大山深处的留守儿童、困

境儿童进行“结对认亲”，定期为

认养的“家人”一对一送温暖，共成长。

绥宁县妇联党组书记、主席肖

菊容就结对帮扶了金屋塘镇大吉砖

屋新村一名姓刘的小朋友。

小刘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爷

爷奶奶带着他。小刘很孤僻，并且

出现过一些奇怪的行为，他曾拿着

打火机烧过被子、衣服，烧过家里

的塑料盆、勺，还烧过木制衣柜。

爷爷奶奶讲也不听，家人很着急。

肖菊容面对面和小刘交流，送他喜

欢的玩具、书本，带他去游乐场玩

耍。慢慢地，孩子越来越信任肖菊容，

并说出了心里话。原来，因为父母

长年在外面，小刘担心父母不要他

了，便想做一些看起来严重的事情

以引起父母的注意。后来，经过肖

菊容和小刘父母的沟通，小刘母亲

选择回来陪伴孩子。如今，孩子变

得开朗活泼，也更喜欢学习了。

为了更好地帮助留守儿童，近期，

长铺子苗族侗族乡新水冲村妇联主

席以及瓦屋塘镇三星桥村妇联主席

都向县妇联提出在村里开展“外出

务工父母如何与留守孩子交流”的

家庭教育定制课的请求。“相关的课

程正在制作当中，在春节时会开讲。”

杨熙彤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覆盖全县村社区 

家庭教育定制课走进绥宁县的社区和乡村。

家庭教育·新闻

家风正，民风淳，国风清。好的家风会推动好的民风，好的民风又会影响好的家风。在湖湘大地有很多家风优良的
村庄、 社区，今日女报 / 凤网特别推出“湘村家话”系列报道，让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美好家风故事、传承优秀家风文化，
一起向上向善。同时也期待您的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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