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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教赶集”火了！他们在摊位上给家庭开“药方”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江昌法

“听说集市上有免费的家庭教育咨询，一起去看看
不？”“我已经去过了，按照老师教的方法，孩子更懂事了”
……近日，在株洲市天元区群丰镇湘滨社区胜塘农贸集
市，一张不足 1 平方米的咨询桌，吸引了很多赶集群众
的好奇目光。

这是株洲市妇联组织的“知子花开 · 教育赶集”
行动，自行动开展以来，已吸引了近百名家长咨询，
成为家长们答疑解惑的好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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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我参加高三儿

子的家长会，在他的课桌里看

见他写的一首诗《请放开我

好吗》，我震惊、羞愧又难过。

这首诗唤醒了我，让我明白自

己犯了大部分家长都在犯的

错：只关注给孩子生理营养，

而忽视给孩子心理营养；只关

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孩

子的人格成长。

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心

理学和家庭教育。

2024 年省重点民生实事家

庭教育指导“向阳花”行动让

我有了用武之地，让“心理营养”

走进千家万户的梦想终于起锚。

耒阳市妇联请我给家长们讲

心理营养的课程。1100人的大课

堂秩序井然，家长们听得津津有

味，时而恍然大悟。对于让孩子

有安全感的一个措施是“让孩子

做力所能及的事情”这一点，大

家表示之前都忽视了。家长们都

舍不得让孩子做事，没想到反而

让孩子没有安全感。

在衡阳市“家庭教育‘向

阳花’行动进军营”活动中，

我和军娃们的互动特别难忘。

孩子们思维非常活跃。有个孩

子吐槽爸爸总是指责、打骂他，

期待得到爸爸的夸赞。我对他

表示理解，然后话锋一转问道：

“你夸赞过爸爸吗？”“没有。”

他小声地回答。我接着对孩子

们说“大人也需要心理营养，

我们也要善于发现爸爸妈妈的

优点，多肯定赞美认同爸爸妈

妈，好吗？”“好！”响亮的

回答响彻讲堂。

虽然我的课程“给孩子充

足的心理营养”很受家长们的

欢迎，但我知道一节课解决不

了所有的问题。我打造了 20

节心理营养系列课程，招募一

些有强烈学习愿望的家长，每

周五晚上 7:30~9:30 在腾讯会

议室上课。同时建立心理营养

学习群，沉下心来每晚在群里

答疑解惑，手把手地教家长为

孩子补充心理营养，指导家长

们做心理营养打卡。

心理营养研修营的效果肉

眼可见。家长艳子之前总是担

心女儿明年考不上理想的学校

怎么办，她说送女儿学美术花

了家里很多钱，她总担心这些

钱会打水漂。通过学习后她不

再内耗不再焦虑了。家长圆圆

能无条件地接纳因中考不理想

在家生闷气的儿子，家长芳芳

懂得放手，尊重读高中的儿子，

不再强求先生的教育理念和她

一致，懂得用肯定、赞美、认

同调动先生和儿子做家务的积

极性，一家人其乐融融。

能为“向阳花”行动提供

自己的一些探索、一份贡献，

我的内心是幸福的。路漫漫其

修远兮，我将坚定地扎实地走

下去，一直向前。

孩子的心理比身体更需要营养家庭教育指导手记 11
文 / 曾小蕙 （衡阳市家庭教育指导者）

株洲道道青春期家庭教育研

究中心副理事长左婵，不仅是一

名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多年的指导

者，也是一名常年关爱茶陵困境

儿童的爱心妈妈，这样的多重身

份，让她多了一份社会责任。

为了解决家庭教育中发现的

难题，左婵开展过很多调研。通

过调研，左婵发现，传统的家庭

教育服务以知识讲座、沙龙、咨

询为主，但在农村，这种传播形

式并不合适。

调 研 期 间，

左婵还多次组

织家庭教育

知识讲座，

但收效甚

微：来的

人 少， 且

大多是村

委工作人员

和社区幼儿园

的年轻家长。真

正的目标受众家长，大

多在照顾家庭照料老人或者休

闲打牌，不愿意抽时间来听课。

于是，为了主动把家庭教育

先进理念和方法送到农村老百

姓身边去，左婵与当地妇联主席

和执委们进行了多次探讨。

在探讨中，左婵发现，湘滨

社区属于城郊接合部，父母外出

打工的留守儿童较多，他们大多

由祖辈照顾，由于对家庭教育并

无认知，家长多数不懂如何教育

孩子，小孩厌学、沉迷手机、生

活习惯及学习习惯较差等问题较

为普遍。

后来，左婵又发现，大多数

家长都喜欢去农贸集市赶集。于

是，她决定在株洲市天元区湘滨

社区胜塘农贸集市摆摊接受咨

询。

最初，很多家长都在

观望、好奇，真正能

走向咨询桌的少之

又少。第一次赶集，

只有一个家长咨

询。

但左婵并不气

馁，坚持在集市“摆

摊”。每次赶集前，

湘滨社区妇联主席姜

艳芳都会在社区居民群

提前发通知。随着左婵去的次

数越来越多，惊喜也越来越多：

有早早准备了问题就等着咨询的

年轻妈妈，也有不会写字但让孙

女提前一天把问题写在纸上的奶

奶……慢慢地，小小的咨询台人

气旺了起来。最忙的一次，左婵

近 3 个小时水都顾不上喝一口。

国庆前夕，左婵跟往常一

样，一大早就在胜塘农贸集市

“摆摊”。

热闹集市中，没有华丽的

广告语与丰富的礼品，一条横

幅、两张板凳外加一张木桌，

就支撑起一个简单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咨询台。

居民夏翠婷（化名）是赶

集群众中第一个“吃螃蟹”的

家长，也是跟左婵聊得最久

的一位家长。

刚来时，夏翠婷满脸愁

容。讲起自己教育孙子小甲

（化名）的经历，她眼泪哗啦

啦地流了下来——夏翠婷的

丈夫体弱多病，儿子坐牢，

儿媳妇又很少来往，从小甲

出生起，她就把小甲带在身

边。从小缺乏父爱和母爱的

小甲性格孤僻，不愿意出门，

也不喜欢跟别人交朋友。即

便在家里，小甲也总是发呆，

见到客人也从不说话。他最

大的爱好，就是玩手机打游

戏和看电视。

为此，夏翠婷操碎了心，

多次晚上带他去散步，但他每

次都十分抵触，吵着闹着说“不

跟爷爷奶奶玩”。

夏翠婷不明白，为什么自

己的付出得不到孙子的理解。

直到一次深夜，小甲惊醒，

哭着说自己想妈妈了，还问她

爸爸在哪里。小甲这一问，夏

翠婷也跟着哭了。从此，一个

疑惑埋在了夏翠婷的心里：缺

乏父母陪伴的孙子，我该如

何教育？

听完夏翠婷的倾诉后，左

婵对症给出家庭教育“药方”：

不要打骂孙子，营造家庭的氛

围感，多给孩子鼓励。

“这个案例中，孩子缺失

价值感，奶奶对他的指责抱

怨又比较多，就会导致孩子

不断在心里给自己贴上负面标

签。”左婵说，价值感很低的

小孩，很容易到网络世界中去

寻求自己的价值感，“劝孩子

不要沉迷于手机，相当于在

跟网络世界‘拔河’，要营造

一个温馨的家庭氛围，比如

陪孩子一起看纪录片、喜剧电

影，让孩子也看到生活中有

趣的一面。”

夏翠婷按照左婵的家庭

教育“药方”，慢慢开始打开

了小甲的心结。如今的小甲，

不仅愿意跟人交流，也沉浸

在每周一次跟爷爷奶奶的观

影活动中。

随着来摊前咨询的家长越

来越多，左婵慢慢发现了这些

家庭中的孩子存在通病：厌学、

沉迷于玩手机、学习习惯不好、

生活习惯差和与父母关系紧张。

左婵每一次都耐心倾听咨

询者心声，并为他们带去“接地

气”的家庭教育指导意见。当

有家长带着孩子来咨询时，左

婵都会想法子支开孩子，“不能

让家长当着孩子的面说他的缺

点，会让孩子更焦虑自卑”。

今年 9月，在集市“摆摊”时，

她还遇到了一名前来感谢的家

长，“我儿子和女儿以前都很叛

逆，经常对抗我的安排。左老

师建议我做父母不要焦虑、要

跟孩子交朋友，后来，他们都

不跟我对抗了，还经常打电话”。

记者了解到，自2024 年“向

阳花”行动启动以来，株洲市

妇联创新做法，开展“知子花开

·教育赶集”行动，将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搬进闹市、集市等

人流密集场所，不仅是工作方

式上的创新，更多的是为紧贴

群众“小需求”，实现家庭教育

走进千家万户，打通服务最后

一公里。

“家教赶集既是株洲市妇联

深入推进省重点民生实事‘向

阳花’行动的生动实践，也是

贯彻落实爱心妈妈关爱留守儿

童和困境儿童的创新探索。”株

洲市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

新艳表示，下一步，株洲市妇

联将在全市妇联系统推广“家

教赶集”公益项目，按照因地制

宜、就近就便的原则，把家庭

教育送到有人气的集市闹市、商

场商铺，方便有需要的家长和

家庭寻求咨询和服务，让家庭

教育指导更接地气、更聚人气。

调研找问题，摆摊试水家庭教育 她的“药方”，让孤僻的孩子懂得了交流

创新形式，
教育赶集深受家长欢迎

左婵为前来咨询的家长解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