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区域传真传真

家教主编 蔡敏 责编 陈若葵 美编 张影 责校 王琬 2022年10月17日 星期一 7 CHINA WOMEN’S NEWS

焦焦聚

教育育观观

让孩子在平凡日常中感受“红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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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儿童的引路人、守护人、筑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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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薛元箓

孩子初上幼儿园，大多都会经历“分离
焦虑”。这是一个分野——从爷爷奶奶宝
妈奶爸的无条件宠爱，一键切换到相对理
性的公共教育模式；从个体的血亲抚养，到
集体的义务培育；从简单的经验授受，到复
杂的科学教化……当一个孩子三岁时，其
所经历和意味的，远比家长们想象得多。

“分离焦虑”，与其说它是一种对儿童
心理的描述，不如说是对社会自然法则的
循蹈。从此以后，“分离”将成为一种常态，
而除了焦虑，他们必须也能够适应这种常
态。今天的“哇”声一片，只是有限表达方
式前提下的唯一选择。假以时日，他们会
掌握更多的表达方式。或许多数人最终的
表达方式，依然会回归今天的样子。这就
是自然法则的力量。

依“分离焦虑”的逻辑，三岁的哭闹里，
包含着“陌生恐惧”。这也是一种自然法则，
淬炼的是面对陌生环境的应对方法。从现
在开始，“陌生”同样将成为一种常态，假以
时日，他们也将掌握更多的面对陌生环境的
应对方式，而绝不仅仅止于“恐惧”。如果说

“分离焦虑”是不可避免的，那么“陌生恐惧”
也是他们今后都将寻求化解的“问题”。这
个寻求之路，也已经从三岁开始。

三岁起码开始要面临“分离焦虑”和
“陌生恐惧”，那么四岁、五岁、六岁呢？到

了七岁，他们还将进入学校时间，到那时，告别幼儿期的
他们将变成少年，也将面临少年所需面临的更多、更新
的开端。在这个嬗变的过程里，家长眼里的孩子，和世
界眼里的孩子，将越发不一样，充满反差的错愕和惊喜。

正视三岁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理性意识，唤起
父母的同步成长。从此，孩子将逐渐变成社会的一分
子。主动切换自己的视角和语境，发现并尊重孩子的
独立存在，这是父母继续爱着的同时，需要加入的新态
度。或许，这更接近爱的本质。

育儿经有一条是永远正确的——一切的出发点，
都是为了孩子。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吴军华
■ 李菁雯

“读了《子路负米》的故事，我明
白了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
德，我们从小就要为父母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这是一名小学生在前
不久由福建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以下简称“中心”）开展的“传统美
德润童心”红领巾道德讲堂活动后
的学习感悟。活动中，老师通过给
小学生们讲述《老子守诺看桃》《子
路负米》《车胤囊萤夜读》等美德故
事，传递了遵德守礼、诚实守信、孝
老爱亲的中华传统美德。

中心在省妇联领导和支持下，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
命，特别是在“双减”政策落地后，充
分发挥省级校外教育阵地职能，以

“思政教育”“文化素养”“生命教育”
“自然美育”四个方面设置课程和活
动，全面促进儿童素质提升。

“德”润童心，引领儿童成长

中心构建以“知”为本，以“行”
为先，互通互融的教学理念。录制
30个《福建红色家风故事》音频课程，
精心设计一条红色家风旅游路线，走
访参观纪念馆、名人故居，了解八闽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和当代优秀
共产党员为国舍家、廉洁奉公、修身
齐家、担当作为的“红色家风故事”。

中心通过“童声战疫”线上诵
读、“讲红色故事学英雄楷模”“童心
向党”思政微课、“传统美德润童心”
红领巾道德讲堂等活动，将培育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少年儿童的日常学习生
活中。同时，通过“红船船票设计”、

“党的故事照我心”征文、带领孩子
们到省科技馆、红军北上抗日展览
馆、直升机科普教育基地等开展户
外研学教育等方式，实现“校内课
堂”与“社会课堂”交互育人，引导少
年儿童争做新时代的好少年。

中心坚持“活动育人”，创立“娃
娃兵团”“女童防卫营”“飞鹰户外生存训练营”等生命教
育特色品牌课程，持续开展“自然时光”研学等活动，带领
儿童亲近自然、探索自然，感知自然美，并通过模拟经历
如野外、火灾、诱拐、校园霸凌等危险情景，教会儿童面对
危险时的防卫技能和应对技巧。

构建家教指导体系，护航儿童成长

中心借助科学、绘画、阅读、运动等亲子课程，解决现
代家庭亲子沟通少、陪伴时间少等问题。中心主任谢笑
艳深有感触，发挥家庭在儿童教育中“第一所学校”的重
要作用，对于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意义重大。

中心着力构建家庭教育指导体系，与福建省社工联
家庭教育专委会共同创建“闽姐姐空中家长学校”，推出

“八个一工程”：即一个后浪云课堂、一间声音图书馆、一
组家庭教育讲座、一项家庭教育职业资格培训、一条热线
电话、一批咨询专家、一组公益活动及一份家庭教育智库
报告，为家长“依法带娃”提供一站式、全方位、个性化的
家庭教育服务。现拥有线上云课堂，提供13个系列、78
个专栏共2160节免费家教课程。常态化开展家教直播、
家教沙龙、家长读书会、家教讲座、家庭教育指导师培训、
家庭教育进社区，共计112场次，213万人次参与，平台
总粉丝达10.3万。

“闽姐姐空中家长学校”自2020年6月上线以来，建
构起家庭、学校、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互动关系。各地市
也纷纷响应，在学校、社区、村庄建立2万个“闽姐姐有声
书屋”，在培养孩子、引导家庭、建设阵地等素质教育方
面，初步实现资源互联共享。

开办“家庭成长赋能中心”，中心发挥平台优势，开展
围绕学习能力提升、学习动力提升、婴幼儿脑功能发育和
体质健康管理与监测、青少年学业规划、职业生涯规划、
父母课堂等重点项目，开展儿童健康筛查、脑功能筛查、
运动训练、特教课程等工作。对接儿童心理学专业团队，
为3～10岁的阿斯伯格综合征、发育迟缓、注意力缺陷、
多动症等儿童开展免费检测活动、设计训练课程。开展

“助力家成长”系列公益活动，召集专家团队，开展矮小
症、性早熟专场公益讲座及义诊系列活动。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姚建
■ 徐春光 李丽

有什么好方法能让孩子远离游
戏？家里有个叛逆娃怎么办？拖延症
的孩子怎么办？……山东省诸城市
妇联创新开展“九个篇章”家庭教育指
导服务提升行动，让家长们从中找到
了解决问题的良方。

整合资源，描绘筑梦育人
“路线图”

日前，诸城市东鲁学校王亚丽
老师以《星火燎原》为主题，向参加
家庭教育实践活动的听众讲述了自
己一家代代从军的故事。邱柯、陈
科嘉同学朗诵的《心中的赞歌，向守
护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致敬》，引起人
们的一致共鸣。

在诸城，这样的主题活动越来
越多。“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提供家庭教育‘一站式’指导、‘个性
化’服务，我们整合资源，探索设立
组建家庭、准父母、婴儿父母、幼儿
父母、小学生父母、初中生父母、高
中生父母、未婚青年父母8个篇章，
另设问题家庭成员1个篇章，分段打
造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闭合链
条，满足不同年龄段未成年人父母
及其他监护人需求。”诸城市妇联党
组书记、主席孙培玲说。

目前，家庭教育领域存在许多短
板和问题：部分父母及监护人疏于
履行家庭教育责任；重养轻教、重智

轻德等现象不同程度存在；教育水
平与广大家庭对优质教育的需求有
差距……家长焦虑困惑、孩子对抗抵
触、亲子沟通障碍普遍存在，究其原
因，主要是缺乏科学有效的家教方法、
缺少有针对性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帮助广大家长系统掌握家庭教育的理
念和方法，提升家庭教育水平是家庭
所急、社会之需。

社会参与，奏响家庭教育
“共鸣曲”

诸城在市人民医院、中医医院、
妇幼保健院3处助产机构开设孕妇心
理门诊，对孕妇进行心理疏导和心理
干预，缓解不良情绪，助推每个家庭孕
得优、生得安、育得好。准父母可以通
过每日小课堂、每月大课堂熟练掌握
孕期、产后生理养育和心理调适等知
识，广受好评。

值得一提的是，诸城市组建了家
庭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吸纳了在儿
童教育、婚姻家庭、心理咨询等方面具
有专业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
198名优秀家长成立诸城市家长讲师
团，成立9个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组
建310名家庭教育指导师队伍，并组
织各社区妇联主席、妇联执委广泛参
与潍坊市“村村都有家庭教育指导员”
工程，凝聚起一支在家庭教育方面有
一定影响力的社会热心人士志愿者队
伍。构建起多元化的家庭教育组织网
络，形成了多部门联动、适应城乡发
展、满足家长和未成年人需求的家庭

教育指导服务的“诸城模式”。

发挥优势，当好依法带娃
“指南针”

根据不同年龄段受众需求，九
个篇章精准设置家庭教育课程体
系，定制专属“课程表”，开展普及型
课程与个性化指导相结合的家庭教
育指导服务，广泛、深入、持续为未
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及问题
家庭成员提供家庭教育专业知识和
技能。

诸城市检察院牵头市公安局、法
院、司法局等单位组成法治教育宣讲
团，制定模块式授课内容，轮流开展
法治教育宣讲，通过远程宣讲平台和
教育网链接，实现对全市205所中小
学、2000 多个教室的网络直播授
课。以“开学第一课”“暑假法治小课
堂”等形式开展远程宣讲，受众达10
万余人。今年“六一”期间，集中开展

“送法进万家 家教伴成长”宣传教育
活动；引导各级妇联组织抓住国际家
庭日、家庭教育宣传周等有利契机，
广泛开展家庭教育促进法学习宣传
活动。

“我们开展家庭教育指导服务
提升行动，就是要为不同阶段的家
长提供专业性的家庭教育、科学育
儿等指导服务，引导广大家长树立
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储备科学的
家庭教育知识，提升家庭教育水平，
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陪伴孩子一
起快乐成长、健康成才。”孙培玲说。

■ 陈若葵

红色文化承载着深厚的传统底蕴，包
含着对祖国、民族、家庭的深情大爱。让
儿童青少年从小接受红色文化的浸染，有
助于他们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
情感，坚定理想信念，立志做对社会、对国
家有用的人。

传承红色基因，家庭教育有着天然的
优势。

共读红色经典，感受爱国精神

我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化，无数的爱
国志士、民族英雄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
这些感人的故事被浓缩在经典史籍、文学
作品和催人奋进的歌曲之中，亲子共读红
色经典，同唱红色歌曲，孩子能从历史故
事、文学形象和慷慨激昂的红歌中感悟精
神的力量，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

闲暇时，父母和孩子同唱《红星歌》
《红领巾心向党》《国旗国旗真美丽》《我和
我的祖国》等歌曲，孩子稚嫩的脸上会洋
溢着自豪和对祖国深深的爱。

亲子共读是很好的陪伴。家有学龄前
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家长和他们一起阅
读《小英雄雨来》，孩子能从同龄人中找到
学习的榜样，明白爱国可以从小事做起；读
《小萝卜头的故事》，了解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自无数革命者的牺牲奋斗，孩子会珍惜
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努力学习，长大后为
祖国争光；读《英雄故事》《黄继光》，走近顽
强不屈的刘胡兰、精忠报国的岳飞、视死如
归的黄继光……看到他们忠于祖国，热爱
人民，不畏强敌，勇于牺牲的壮举，感受他
们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孩子幼小的心灵中
自然会种下仰慕英雄的种子，学会勇敢、坚
强。

小学高年级学生和中学生能独立阅
读《红岩》《红日》《红旗谱》《红色印记》《谁
是最可爱的人》《青春之歌》《党史故事100
讲》《写给青少年的党史》等书籍，父母可
以请孩子读后讲给自己听，适时提问，如
此积极的态度，能激发孩子讲的欲望，也
能启发孩子思考书中的内容。

设立固定的家庭阅读时间，交流读书
心得，提前确定好书目，每次至少选一本红
色书籍，在家庭阅读时间内交流彼此的阅
读心得，探讨这些红色经典的主题，加深孩
子对书中内容的理解。家长引导孩子学以

致用，在阅读和交流的基础上，启发孩子把
从这些红色经典中感悟到的、学习到的内
容，融入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比如，读《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孩子聊
聊抗美援朝期间的条件多么艰苦；在20世
纪六七十年代，我们国家的基础也很薄弱，
因此无论是老兵们还是我们的长辈，都养成
了勤俭节约的习惯。现在国人的生活富裕
了，但是，他们依旧非常节俭，由此启发孩子
在日常生活中，节约一滴水，不浪费一粒粮
食，避免大手大脚、铺张浪费，学会感恩，将
爱国、爱家践行于一点一滴的小事里。

“亲子美劳”能加深孩子对历史故事
的理解。讲红军长征故事，在孩子了解长
征精神就是不畏艰难、不怕困苦的革命英
雄主义精神后，父母可以和孩子尝试用硬
纸板、粗麻绳、胶、刷子、剪刀等简易的物
品，制作一双“草鞋”，穿上走几步，体会当
年红军叔叔长征路上的艰难与不易。讲
建党历史，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折一艘纸
制“红船”，用橡皮泥、积木或硬纸板拼搭

“一大会址”。用“亲子美劳”的方式，让红
色精神牢牢印刻在孩子心中。

观经典老片，传承红色基因

《闪闪的红星》《鸡毛信》《小兵张嘎》《英
雄儿女》《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地道战》
《战火中的青春》《南征北战》《红色娘子
军》……这些培育了几代人爱国情怀的影
片，今天的父母依然需要带孩子一起看看。

近一两年上映的《长津湖》《狙击手》
《革命者》《1921》《中国医生》《守岛人》等一
些影片，或再现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志愿军
将士保家卫国的历史片段，或展现革命先
驱李大钊波澜壮阔的一生，或记录百年前

开天辟地的建党历史，或描绘武汉医务人
员和全国各省市援鄂医疗队真实而艰苦卓
绝的抗疫生活，或讴歌“人民楷模”王继才
几十年如一日驻守国防战略岛的执着……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形象，有理想抱负，有丰
富的精神、情感世界，孩子能从这些艺术形
象身上了解英雄先辈们的人生和祖国的历
史，目睹他们的大格局、大情怀，从中明白
如何面对困难、坚守自己的信念。

表现我们国家发展的纪录片，也特别
适合孩子，比如以清华大学为主题的纪录
电影《大学》，呈现了四位清华人不同的人
生境遇、选择与命运变迁，折射出时代的
变革洪流，真实再现大学校园里的青春与
理想，传递大学的精神和使命，是很好的
励志片，值得家长和孩子一起好好欣赏，
观后分享感受，鼓励孩子把看到的、想到
的画下来、写下来。

此外，一些以科技、工匠精神为题材
的纪录片，彰显中国速度和中国智慧，也
是父母对孩子进行爱国教育的好素材。
孩子从中能见证祖国的强大和繁荣、知道
高技术高素质人才对国家的重要、萌生成
为强国建设者的愿望，却没感到父母说教
的痕迹。

红色旅游，追寻先辈的足迹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走出去，孩子
才能领略天地之广阔。节假日，家长带孩
子游览祖国大好河山、名家故地、先贤祠
堂、红色圣地、青少年教育基地，亲近大自
然，目睹遗迹、重温历史，追寻先辈们的足
迹，孩子能在玩乐中放松身心，增长见识，
感悟先辈们乐观向上、务实奋斗的精神，
汲取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家长

与孩子一起游历、分享、感悟、成长，孩子
更容易产生爱国爱家的情怀，珍惜当下。

教育需慢慢滋养，而非“填鸭式”补课。
节假日，带孩子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仪式。哪怕是再小的孩子，看到国旗护卫
队解放军叔叔迈着整齐的步伐，英姿飒
爽，也会全神贯注表情严肃。当他们看到
伴随着太阳升起，五星红旗在数万人的瞩
目下升上天空的一刻，身为中国人的骄傲
与自豪感油然而生。对于更多不方便到
北京的家庭，可以关注各地国庆节期间的
升旗仪式活动安排，前往观看。

如今，许多家庭喜欢旅行，革命纪念
地就是带孩子体验红色文化的好去处。
延安，是革命圣地，曾经影响甚至改变中
国历史进程的多个大事件发生在这里。
延安红街融合了传统与创新，体现了历史
延安与现代延安的新风貌，有很多值得

“打卡”的景点——参观红军长征胜利会
师楼、荒原变江南的南泥湾，亲历红色游
戏项目，观看红色演出等，孩子沉浸其中，
体验延安革命时期的烽火硝烟与革命前
辈无惧无畏的红色精神，能在不知不觉中
接受红色文化的浸染，学到很多课堂上学
不到的历史知识，领略这些“红色印记”的
震撼和魅力。

带孩子去博物馆感受历史也是很好
的爱国教育方式。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复
兴之路展览，能让孩子看到1840年鸦片战
争以来，中国各阶层人民在屈辱苦难中奋
起抗争，为实现民族复兴进行的种种探
索，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的光辉历程。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
周恩来总理穿过的西装、布满锈迹缺了口
的搪瓷饭盆、边角有磨损的旧帆布箱子
……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曾穿
过的衣物、用过的日常用品，一定会让孩
子对先辈的节俭奉公深有感触。

以亲子爱国教育为主题的红色旅游越
来越普及，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
博物馆、天安门广场，上海的“中国共产党
一大、二大、四大纪念馆”、上海共青森林公
园，湖南韶山的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毛氏宗
祠、南岸私塾，岳麓山，江西的井冈山，河北
的狼牙山、白洋淀、西柏坡，南京雨花台烈
士陵园、渡江胜利纪念馆，四川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无论你身居何处，都可以就近
就便和孩子一起走进红色圣地、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寻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
足迹，重温革命先烈的故事，感受英雄精
神，体验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四十多
年来我国科技、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巨
大变化和今天的幸福生活。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红色教育需要孩子亲身体验，这样更能使之
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了解国情、热爱祖国，
提升社会责任感，为自己的成长注入活力。

山东诸城：

红色教育需要孩子亲身体验，

这样更能使之开阔眼界、增长知识、

了解国情、热爱祖国，提升社会责任

感，为自己的成长注入活力

传递爱国爱家情怀

节假日节假日，，家长带孩子游览红色圣地家长带孩子游览红色圣地，，重温历史重温历史。。

中心借助科学、绘画、阅读、运动等亲子课程，解决
现代家庭亲子沟通少、陪伴时间少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