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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家庭日”特别策划

super家长团

语文成绩提升主要应从四个方面着手：
基础知识、课内文言文、答题技巧和作文。

首先，基础知识要掌握扎实。家长可
以督促孩子整理错题本，比如一轮复习中
听写本和试卷里错误的字音、字形、成语、
古诗，让孩子重新整理并听写。

其次，重点掌握课内文言文。对一些
重点的文言文篇目，家长可以监督孩子早
晚反复阅读，抽背关键文言字词，文意梳理
笔记等。

第三，掌握答题技巧并整理试卷，尤其
试卷中的错题。无论A卷阅读还是B卷阅
读，都有一定的答题技巧，家长可以督促孩
子掌握答题技巧并整理试卷中的错题。家
长一定要带着孩子反思错误答案与参考答
案之间的差距在哪里，在思维上有哪些需

要完善的地方，强化课堂思维。如果单纯
地掌握答题技巧，那就是纸上谈兵，实际意
义不大。

最后是作文。要写好作文，一定要多阅
读优秀篇目，多积累好的素材，有条件的父
母可以与孩子交流生活感悟。作文不仅是
写在纸上的，也可以
通过交流训练作文
思维，积累生活素
材。父母对生活的
一些思考，可以跟孩
子分享，这些思考也
可以促进孩子对生
活的感悟，有助于孩
子写出更有深度的
作文。

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很多问题。莫言曾说：“没有天生成功的父母，也没有不需要学习的父母。”成为父母虽然不需要经过考试，但是对于教育孩子这终身的事业，也需要父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

时间摸索正确的教育方法，少走弯路。

为了帮助广大家长解决存在的困惑，缓解教育焦虑，四川教育报刊社联合多所家庭教育研究机构、学校，依托云课堂网络平台，通过“事先调研——直播讲座——在线咨询——后续服务”的形式，多主题、多

类别地开展家教咨询，力图打造一所“线上家长进修学校”。

目前，“家教咨询室”栏目已经成功组织了3场专家直播讲座，邀请到了国家心理咨询师“在线问诊”，吸引了数百名家长参与其中，作为“super家长团”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通过在线视频

直播、专家音频专题课程、一对一咨询测评等方式组织线上线下活动，服务广大家长朋友，给所有面临亲子难题的家长提供具体的建议和解决方法。

国际家庭日，“家教咨询室”栏目也邀请到6位名师，针对家长们提出的问题，一对一给出答案。

疫情之后，一些学生成绩受到很大

影响，好像学什么都没了自信。

要增强学生的学习自信，首先，要

认识到自信是我们对自身力量的确信，

深信自己一定能做成某件事，实现所追

求的目标。自信本身就是一种积极性

的自我评价，许多“我能行”的经历归结

起来就是自信。

其次，客观地评价自己的学习情

况，重拾自信。网课期间，有的孩子比

较自律、自主、努力，跟上学校的教学节

奏，返校成绩保持稳定，有些孩子可能

在网课期间并没有像在学校学习时那

么高效和自主，成绩有所下滑。此时，

需要正确评估自己疫情期间真实的学

习状况，发现不足，然后针对自己的状

况，努力改进，正确而客观地评价自己

有助于我们重拾自信。

给自己定一个可实现的小目标，提

升自信水平。适度的成功体验能够增

强学习兴趣，从线上学习到学校学习有

一个适应期，孩子们可以给自己确立一

个可实现的小目标，每次进步一点，体

验成功带来的成就感。如果没有明显

进步，也不要立刻对自己感到失望，需

要给自己一些时间，学习是一个过程，

达到满意的结果，需要持续的努力。

面对困难时，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增

强抗挫能力呢？

家长需要给孩子鼓励性的引导。人

生的路不可能一帆风顺，疫情之后孩子

成绩不理想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机会。

在孩子遇到挫折时，家长心平气和地与

孩子沟通，发现孩子的情感需要是什么，

也许是家长一句鼓励的话，也许是家长

包容的态度，也许是给他们一点自己应

对的时间。孩子面对挫折的勇气，更多

来源于家长鼓励性的引导，不是看到成

绩就说“你怎么才考这点分，比上学期差

太多了”，这只会挫伤孩子的自信心，不

能解决根本问题。家长可以抓住孩子做

得好的细节及时肯定，如“你这周认真把

作业完成了，我看到了你的进步”。

家长还需要和孩子一起探讨应对

挫折的有效策略。是哪些因素导致孩

子学习成绩下降，是学习动力、学习方

法、学习态度的问题，还是自我管理的

问题？和孩子一起分析原因，共同寻找

应对方法，指导孩子解决问题。在解决

问题的过程中，孩子获得“我可以”“我

能够应对”的积极体验，不仅培养了抗

挫能力，也会逐渐增强自信。

复课以后，很多家长担忧孩子的学

习进度，担心孩子在短短 2个月内能否

赶上正常的学习进度。

经历了几个月的线上学习，很多孩

子回校后出现了较多不适应的症状。

如上课跟不上老师的节奏，课后作业老

是拖沓不能完成，对自我的要求放低，

静不下心思学习等。其中自律性下降

是很多孩子的共同问题。那么，如何提

高孩子的自律性？怎样帮助孩子进行

良好的时间管理呢？

孩子的学习问题，家长都很关心，

特别是孩子学习状态不好的时候，孩子

焦虑，家长更焦虑。然而，家长焦虑的

后果是什么呢？往往是让自己和孩子

更加着急。所以，当孩子自律性下降，

家长要先静下心来，控制好自己的情

绪，不要让不良情绪交叉感染或是直接

将不良情绪“火山爆发”。因为，想要帮

助孩子，和孩子之间保持良好的亲子关

系是非常重要的。静心过后，家长要先

理清思路，认真分析一下造成孩子自律

性下降的原因，是哪些因素影响了孩子

的自律性，再从这些影响因素着手，想

一想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少这些因素对

孩子自律性的干扰。静心分析过后，家

长一定会豁然开朗。

帮助孩子进行目标整合也很重

要。孩子长期宅在家，学习不够自

律，成绩很难提升，有的孩子甚至还

会退步。这个时候，进行适当的目标

调整是件很必要的事情。跟孩子一起

认真分析孩子目前的学习状态和各科

学习成绩，划分孩子的优势学科和劣

势学科，分析孩子在各科的学习方法

是否合理，然后结合孩子过往的成

绩、现实状态以及对未来的期待，共

同制定一个孩子和家长都比较认同的

目标。制定好目标以后，再共同制定

实现目标可采用的措施和方法。这样

可以明确孩子努力的方向，也让孩子

知道了自己应该做的具体事情，从而

减少孩子的混乱和迷茫。如果孩子能

长期坚持打卡完成自己的目标计划，

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一天 24 小时，除去常规学习时

间，还有很多碎片时间，如休闲时

间、移动时间、等待时间等等。帮助

孩子好好利用一下它们吧。课后十分

钟，可以背几个单词、一首小诗，可

以弄懂一道数学题；吃饭或是行走

时，可以思考一些自己遇到的困惑或

问题，或是和同学一起探讨学习问

题，还可以练习英语听力；睡觉之

前，可以回顾一下老师教的内容，或

是对某学科进行知识梳理……合理利

用这些碎片时间，可以帮助孩子把碎

片化的知识累积成自己的知识系统。

掌握了以上方法，希望孩子们的

“自律”可以变得更容易。

关键词 自律

中级沙盘治疗师、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家庭教育指导教师 杨艳丽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进行良好的时间管理？

因为疫情，孩子们迎来了史上“最

短学期”！到底有多短？就是该正襟危

坐读书时，孩子还穿着居家服在家打游

戏；该复习冲刺的时候，孩子还在家玩

餐厅乒乓球……

对六年级孩子来说，5月回到学校，

老师们煞费苦心地治完网课后遗症，基

本就毕业了！人们纷纷感慨：不怕最

短，就怕最难！

六年级老师到底有多难？口罩挡

住了学生的脸，护目镜挡住了学生的

眼，上课到底听讲没听讲，只有透过层

层装备猜。

六年级学生到底有多难？不许扎

堆，不许聚集，保持距离。我要交友，一

米开外；我想参加毕业典礼，线上见。

安静的毕业季，如何让我记住你的脸？

六年级家长到底有多难？“公民同

招”、民办摇号，特长全部打水漂，到底

报公办还是民办？家长感慨：“为何这

一年又来巨变？——太难。”

小初衔接最短学期，究竟应该怎么

办？小白老师送给你一则学习攻略：复

习统整＋家校协同＋逆向思维＋珍惜

毕业＋建立自信。

1.复习统整，调整教学。时间紧，

就应当教最重要的内容。每门学科最

重要的内容肯定与学科核心素养相

关。梳理学科核心要素，有序整合，结

合学情合并与穿插，最短学期，直入复

习，师生互动，查漏补缺。

2.家校协作，鼎力相助。“神兽”归

山，家长请和老师成为队友。孩子宅家

数月的情况请细致真实反馈给老师，支

持老师设计一生一案，护每个孩子周全。

3.逆向思维，弯道超车。网课就是

“照妖镜”，照了孩子、家长和老师，优劣

都在。不要只焦虑于看到问题，换一个

角度，因为疫情，隐藏的问题集中凸显，

便于对症下药，及时解决。放下焦虑，

赶紧行动起来，为更好的孩子和自己，

弯道超车。

4.珍惜毕业，特别记忆。疫情下的

毕业，若干年后会最特别。疫情后的教

育改变了固守的方式，疫情下的毕业典

礼、毕业话别也会催生从未有过的方

式。家长要拥抱不确定和新鲜感，告诉

孩子，无论何种方式毕业，请珍惜这份

特别的告别。

5.建立自信，创造变化。疫情说来

就来，孩子的变化也会说来就来，相信

自己，我命由我不由天。即便宅家学习

遇到困难，也要相信，学习从什么时候

开始努力都不迟。家长请鼓励孩子放

下否定，相信自己，建立自信，给自己一

次产生变化的理由和机会。

关键词 衔接

孩子即将毕业，如何度过小初衔接“最短学期”？
成都市实验小学语文教师、课程中心主任、全国优秀班主任、清华终身学习实验室课程顾问 白雪

专业指导，一对一问诊家教难题

很多家长都说，自己的孩子

很聪明，只是太粗心了。很多孩

子考试没考好，也会给自己找个

理由：这些题我都会做，只是在

考试时太大意了，不是什么大问

题。

粗心是所有人都会犯的错，

但不能超过一定比例。比如小

学阶段，100分的题目，因为粗心

丢的分数原则上不能超过 5分，

如果超过了，再聪明的孩子也会

因粗心而拖后腿。如果家长也

觉得因粗心而丢分没什么，久而

久之，孩子的成绩就真的上不去

了。

粗心有哪些危害？比如，句

号写成零、7写成1……这些会直

接影响孩子的成绩，孩子的自信

心也会受到打击，学习兴趣会大

打折扣，久而久之，这一学科就

会陷入被动局面。

如何让孩子不再马虎？首

先，对于潜意识里认为粗心大意

不是错，没什么大不了的孩子，

家长要让他们找到这次错误产

生的根本原因，并找到正确的解

决方法。其次，家长要让孩子正

确地记住这件事，不能不了了

之，同时，也不要让孩子因为这

个错误陷入自我否定。

关键词 自信

成都市树德中学心理教师、心理学硕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黄鑫

面对困难时，如何增强孩子的抗挫能力？

关键词 学习

极客数学帮家庭教育辅导课程讲师、儿童教育指导师 陆帘羽

数学考试总因粗心扣分，怎么办？

精锐在线骨干语文教师 杨洁

初三毕业在即，家长如何配合学校提升孩子
语文成绩？

黄鑫

杨洁

名师的答疑视频已经在
抖音上线，赶快关注起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