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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邵阳县：：为孩子心灵为孩子心灵““充氧充氧””
本本报记者报记者 王燕王燕 通讯员通讯员 曾丝丝曾丝丝 陈冲陈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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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而美小而美””的农村学校的农村学校

“倾诉能使痛苦少，宽容能使烦恼

少。”12月5日，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全

国高级家庭教育讲师、邵阳县九公桥镇

中心完全小学的班主任兼心理教师唐晓

莲正在九公桥镇开展“情绪万花筒”团体

心理辅导公益活动，该镇的庙山村、金盆

村等多个村的留守儿童和部分学生家长

纷纷赶来学习情绪管理的技巧。

2019 年，劳务输出大县——邵阳县

脱贫摘帽，2020年顺利通过国家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因贫失学已得到

解决，但是留守儿童面临着心理“贫困”。

“一直以来，邵阳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留守儿童关爱工作，推行了‘政府主

导、部门实施、家庭配合、社会参与、全民

帮扶’的留守儿童关爱机制，将留守儿童

面临的‘心理异常’等问题纳入政府重点

工作范围，从2010年开始，把12月12日

定为‘留守儿童关爱日’；同时将留守儿

童关爱服务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

划。”邵阳县教育局局长廖献国表示，

“‘留守’儿童，不是问题群体，只是暂时

的生活状态让一些孩子的心灵‘缺氧’。

打好‘心理扶贫战’，也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应有之义。 ”

为提高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教育水

平，邵阳县从 2011 年开始，成立了心理

健康教师团队；目前已在全县75个学校

建成了学生心理咨询室，直接受益学生3

万余人；培养了 123 名

教师成为心理咨询师，

覆盖 112 所学校；所有

学校都将心理健康教育

纳入了课程体系……一

系列举措为一大批孩子

心灵“充氧”。

“乡村教师、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既承

担了老师的责任，同时又承担了家庭教

育的责任。”在邵阳县基础教育股负责人

王春光看来，一支专业的心理教师、班主

任队伍，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留守儿童

在家庭教育中的部分缺失，给予孩子爱

与自信。

“我不想读书了，反正父母不关心

我”“父母不陪我，是不是不要我了”“我

想爸爸妈妈”……是邵阳县各校的心理

老师们在与留守儿童相处中，听得最多

的心里话。“留守儿童正处于成长发育的

关键时期，易产生自卑、缺乏自主性等心

理问题。”邵阳县九公桥镇中心完全小学

是一所农村学校，校长李艳萍表示，学校

有 1523 名学生，其中，留守儿童数量为

539人。

“我们班有一半是留守儿童。”针对

学校和班级的实际情况，唐晓莲充分发

挥自身专业特长，为扶贫工作做力所能

及的事。她将学生家长拉入微信群，免

费为家长上家庭教育课程，回答家长的

疑惑；在班级群，每天给学生进行“优点

打卡”，为学生“赋能加油”；课前十分钟，

带学生上全国成长型思维课堂，引导学

生探索、调整、理解、放松自己的情绪，从

而帮助其建立积极的人生观，学会与自

己、他人、社会和谐相处……她认为，留

守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是一个潜移默

化，甚至会影响他们一生的过程。

一个孩子的蜕变，让唐晓莲记忆颇

深。转学生小敏的父亲迫于生计外出务

工，贫穷让婚姻变得脆弱。父母离婚后，

将她留在爷爷奶奶家，不理解、怨恨让原

本懂事的小敏产生厌学情绪。当小敏得

知母亲再婚并怀孕的消息后，开始拒绝和

任何人说话，甚至出现了轻生的念头。

“她说，她宁愿自己离开世界，也不

要被父母抛弃。”找准“病因”后，唐晓莲

多管齐下，让小敏感受“爱”：经常找小敏

聊天、拥抱她，对她表达喜爱之情；给小

敏做心理辅导，带她上全国成长型思维

课堂，让她学会释放压力、宣泄情绪；劝

爷爷奶奶不要在小敏面前说她母亲的坏

话；找到小敏母亲，告诉小敏母亲如何做

才能更有效地关心小敏；与在外务工的

小敏父亲沟通，提醒他经常与小敏通电

话……慢慢地，这个嚷着要退学、要轻生

的孩子，变得爱说爱笑了，还被同学选为

班干部。

“留守儿童出现心理问题、学习习惯

不好的主要原因是‘缺爱’。”从事心理教

育工作近20年的邵阳县第十一中学教师

邹苏珍说，她在留守儿童心理辅导中，经

常引入“意义疗法”，“ 用激励机制深化正

向行为养成教育，引导他们树立理想，让

他们明白孤独的意义，挖掘、培养他们在

艺术或体育方面的特长帮其获得自信。”

今年上学期，因疫情原因，许多学生

家长不能外出务工。常年分离的亲子突

然要长时间面对“陌生”的彼此，摩擦也

时有发生。复学后，学校初一年级学生

出现了大面积的心理问题。邹苏珍和学

校的心理教师团队以自己的专业知识，

通过单独心理咨询、心理疏导、团队辅导

等方式，帮助学生和家长缓解思想和心

理压力，引导他们理性平和地处理面临

的困难，释放各种不良情绪。

小凤在复学的第二周再次与家长发

生了激烈的冲突——母亲的一句提醒，

导致小凤离家出走。

改变源于一封信。在学校的心理咨

询室，小凤第一次以书信的方式与母亲

沟通，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情……抱着母

亲给她写的回信，小凤嚎啕大哭，她积压

已久的情绪也得到彻底释放。

帮情绪“输血”，给心灵“充氧”，为孩

子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在“心理扶贫”

的路上，起点是邵阳县教育人对留守儿

童热切的关爱，这条路，没有终点。

集团办学促均衡
为打造洪江“精致教育”，促进洪江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2018年成立了以幸

福路小学为龙头校，东方红小学、横岩乡

中心小学为成员校的幸福教育集团，以

中山路小学为龙头校，岩门小学为成员

校的中山教育集团，建立强弱学校帮扶

机制，充分发挥集团龙头校引领作用，实

现资源共享。

步入洪江区岩门中心小学，靓丽的

塑胶运动场映入眼帘，学生们在上面游

戏、奔跑，脸上洋溢着欢乐的笑容。“我们

农村学校现在都有塑胶跑道了，再也不

用担心学生在飞尘中跑步锻炼了！”该校

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加入中山教育集团

以来，学校新建了足球、篮球、排球场地

各一块，将操场整体改造升级，还添置了

乡村少年宫活动开展所需的教学教具，

中山路小学优秀的艺体类课程教师还会

定期到少年宫进行授课。

硬件及师资的提升，也带来了学校

教学质量的逐年攀升，该校在全区各项

活动中均取得可喜成绩。“我的成绩进

步很大，还在学校参加了书法班，每天

中午食堂都有免费午餐，在外打工的爸

爸妈妈不再为我的学习生活而担心

了。”六年级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子女向

强说。

同时，集团龙头校还充分发挥引领

作用，组建学科教研联盟，开展课堂教学

研究和教学模式探讨。实施“师徒结对

青蓝工程”，定期开展集团内“送教下乡”

活动、青年教师成长论坛、优质课观摩活

动等，促进了青年教师的快速成长。

“以强带弱、资源共享、合作共赢的

集团互动，保证了城乡教学规范运行、同

步提升，有效推动了城乡教育一体化优

质均衡发展。”洪江区教育局党委书记、

局长王建平说道。

硬件软件全保障
为打造精美的育人环境，2018年，洪

江区投资400余万元完成所有农村小学

运动场改造。2019年安排700余万元用

于洪江区一中、幸福路小学、中山路小

学、东方红小学等学校运动场改造、校舍

维修；投资1000万元启动区职（二）中教

学楼建设；在全省率先完成“三通二平

台”及城域网建设的基础上，安排200余

万元用于教育信息化2.0建设。

据统计，近几年来，洪江区教育局争

取上级资金 5100 余万元用于全区农村

及城区中小学提质升级改造，办学条件

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确保全区各学校学

位充足，全面消除大班额。学校三防”建

设得到不断完善和提标，成功创建湖南

省“平安校园建设先进区”。

职称评比及晋级比例切实向乡村教

师倾斜，农村中级职称评比增加 5 个百

分点，高级职称增加3个百分点；落实农

村教师津补贴，每人每月增加农村人才

津贴500元至700元，基础性绩效工资高

出城市教师 20%，在编在岗教师按照乡

镇工作年限享受 200～500 元乡镇工作

补贴，扎实落实农村教师各项政策待遇，

确保了农村学校师资稳定充足。

随着洪江区科学确定脱贫路径，加

大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

入，不仅切实解决农村

贫困户子女就学和生活

问题，也让孩子们真切

感受到了温暖，托起了

贫困家庭的希望。

近年来，怀化市洪江区教育局党委高度重视教育扶贫工作，将教育扶贫

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并对各学校进行督促指导，狠抓责任落实，有力推进

教育扶贫各项工作。

从2017年起至今，全区共资助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2212人次。2017年来，实施

全区高中免费教育，普通高中学生免学费5950人次，普通高中、中职学生免书籍费7770人次；实施

农村户籍并就读农村幼儿园幼儿免托育费政策，累计受益幼儿1470人次；全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

4000余人享受营养改善计划；社会公益助学1000余人次。为进一步巩固脱贫成效，区教育局把“控辍保学”工作

纳入各学校绩效考核，进一步明确、细化各自职责和任务。截止目前，该区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为100%，辍学率为零。

洪江区教育局扎实推进教育脱贫工作,办有温度、有质量、有特色的洪江“精致教育”，迈入了“湖南省教育强区”的

行列。

洪江区洪江区：打好教育脱贫“组合拳”
通讯员 向孝军 本报记者 曾玺凡

邹书珍与学生在心理咨询室谈心邹书珍与学生在心理咨询室谈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