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8月29日 星期六

编辑 周睿 美编 彭浩然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教周刊】
热线:（028）86110109
邮箱: jjzk-2@126.com2

JYDB 家校之间
家庭是人生第一所学校，帮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开学准备最要紧的六件事
李琴观察到，每到新学期，孩子们

会表现出不同的学习状态。有的孩子

很适应新学期，听课、作业的质量都较

高，跟同学也能友好相处。但也有孩

子会遇到问题，比如早上起不来，做作

业拖拉，不适应新老师、新同桌等。尤

其是秋季开学，孩子们升入更高的年

级，如果早期的不适应没有得到及时

关注，可能形成不良的学习习惯，最终

影响学习效果。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

晨。”都是讲规划的重要性。开学前一

周，正是做好新学期规划的好时候。

李琴认为，家长应该主动和孩子沟通，

引导孩子制定好新学期的规划。梳理

历年来优秀家长的做法。她认为，最

紧要的是做好六件事：

1.调整作息时间，养成早睡早起

的习惯。按照学校上课的时间，提前

调整作息。比如，成都师范附属小学

的学生一般会在 7：00—7:30起床，听

新闻、故事或者音乐，大声朗读英语、

朗诵古诗词，做一做运动。晚上，低段

学生会在21:00左右睡觉，高段学生会

在21:30左右睡觉。

2.协助孩子检查暑假作业，分门

别类检查、入夹、做好标记。孩子们的

作业种类丰富，大队部可能还会布置

暑期实践活动，语文有小日记、阅读摘

录，数学有练习册、口算本，还有科学、

英语等学科的作业，如果没有分门别

类，放在书包里非常杂乱，甚至有漏

做、漏拿的情况。开学前，家长要和孩

子一起，把所有作业分学科整理一遍，

装在不同的文件袋里，并做好标记。

作业分类整理，便于及时上交，提高效

率，还可以培养孩子爱整理的好习惯。

3.开一场家庭会议，回顾暑假，展

望新学期。孩子和家长一起坐下来，

梳理假期做了哪些事，以及新学期有

什么计划。低段的孩子可以口头讲

述，中高段的孩子可以简单地写一写，

或者用图文、思维导图的方式，把假期

充实的学习生活呈现在一张纸上。家

长及时表扬孩子的进步，还可以用一

些充满仪式感的方式，比如给予适当

奖励，发一个类似“假期小主人”的奖

状，鼓励孩子。拟定新学期计划时，要

特别注意引导孩子关注习惯养成。根

据李琴的经验，一说到计划，孩子首先

想到的大多是学习成绩，家长需要提

醒孩子思考在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上，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提高。

4.满足孩子的愿望，来一场“最后

的狂欢”。正式开家庭会议之前，建议

花一天时间，满足孩子“疯玩”的愿

望。比如看一场电影、吃一顿大餐，或

者去某个地方玩。《第一次离别》、《何

以为家》这类儿童题材的电影就特别

适合孩子看，对于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独立意识很有帮助。

5.鼓励孩子主动联系老师和同

学。一方面是联络感情，给新学期“预

热”；另一方面，可以顺便向同学了解，

新学期大家准备了什么学习用品，向

老师了解，新学期是否有增加的科目，

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最重要的是，

孩子在交流中锻炼了表达能力，对新

学期也有了更好的心理准备。

6.准备充足的物资，做好防疫演

练。新学期，防疫这根弦不能松。家

长要根据学校安排准备防疫物资，在

家提前预演如何佩戴口罩、如何正确

洗手等。

做真正实用的学习计划

许多家长都有带孩子做新学期计

划的意识，但实际做的时候，却发现落

实起来很困难，一些计划往往是表明

态度，对新学期的学习没有实际的指

导作用。李琴收到过各种各样的新学

期计划，她发现，优秀学生的学习计

划，不仅包含清晰的目标，还有学习习

惯和学习方法的关注；不仅包含在学

校怎么做，还会写在家里做什么。

李琴提醒，做学习计划，一定要把

培养哪些好习惯放进去。李琴分享了

三个容易被忽略，但是很实用的好习

惯：

1.收拾书本、文具的习惯。收拾

书本、文具看似一件小事，其实这对孩

子的成长影响非常大。我们工作中经

常会遇到一些丢三落四的人，这些人

从小就没有养成好的习惯。下课后，

要把上一节课的书本收进书包，上课

前，要把下一节课要用的书本、文具准

备好。尤其是低年级孩子，每天要把

书本、文具及时放入书包，丢了要及时

找。一些孩子经常丢东西，忘带作业

本，久而久之，会影响学习状态。

2.主动适应老师，与同学友好相

处。开学后，有的年级会增加新科目，

有的班级会调换老师。升入较高年

级，老师的讲课方式也可能发生变

化。如果对老师的教学方法不适应，

要及时沟通。李琴曾遇到一些孩子不

适应新老师，要转学、上课跟老师做鬼

脸、厌学等情况，如果多跟老师沟通，

主动提出自己的困难，老师是能够理

解的。如果不好意思直说，可以先给

老师展示自己的兴趣、特长、哪方面有

进步，或者夸奖老师上课讲得好的地

方，再讲自己哪个地方没听懂，老师也

期待学生的反馈，会及时在课堂上调

整。

新学年，孩子们个子长高了，有的

孩子长得多一点，有的长得少一点，座

位也可能会重新调整；为了让每个孩

子能够与不同个性、不同学习水平的

同学交流，学习小组成员新学年也会

变化。因此，在制订学习计划时，要引

导孩子思考和同学如何相处，比如看

到同学的缺点不要嫌弃，看到同学的

闪光点要好好学习。和孩子聊聊新同

桌、新朋友，了解他们相处的情况，如

果孩子遇到一些难题，可以提一些建

议。

3.及时完成手头的小事，不拖拉，

不延后。老师布置的一些作业，比如

数学的小单子、每天阅读半小时等，可

以利用零碎时间完成。放学后的延时

托管期间，作业做完了，还可以完成每

日阅读或者英语抄写。

在家这样做，让优秀成
为一种习惯

在家里，没有老师的督促，孩子们

的学习质量良莠不齐。把这几个习惯

写进学习计划，孩子的学习差不了。

1.每日坚持锻炼的习惯。今年中

考，许多孩子体育科目失分。小学如

果重视起来，天天练，就不会出现这样

的遗憾。体育考试是身体综合素质的

反映，身体好，抗挫能力更强，克服困

难的意志力更强。低年级孩子可以练

习30米往返跑、拍篮球、跳绳、坐位体

前屈，中高年级孩子可以练习50米往

返跑、投篮、坐位体前屈、仰卧起坐、跳

远。

2.每日阅读的习惯。一二年级孩

子可以每天读几篇故事，根据自身情

况阅读 400—1000 字拼音读物；三四

年级孩子可以每天读30页纯文字书，

高年级孩子则可以每天读50页。

3.时常动笔记事的习惯。可准备

一个记事本，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记

录平时见闻感想、喜怒哀乐，还可以配

上心情小插图。通过小记可以看出孩

子有没有留心观察生活，有没有所思

所想，有没有一以贯之的品质，看小记

能看出孩子的心情、思想动态，看到成

长的变化。低段孩子也可以写写画

画，不必要求字数和频率，生活中有感

触的时候写一写，保持记录的习惯。

4.预习的习惯。根据老师的要

求，提前预习。语文、英语可以提前预

习，以语文为例，低年级孩子，读准字

音、勾画生字词，课后习题可以用铅笔

预答。中段孩子，可以自学生字词，挑

一两个造句。高段孩子赏析重要词

语、重要段落。

5.整理错题集、自己出题的习

惯。二年级以上的孩子就可以开始准

备了。语文用一个本子整理错字、错

题，数学整理错题，在阶段性测试前

进行复习。中高段的孩子可以根据学

科重难点，尝试自己出题，和同学互

相出题，还可以根据课本知识，进行

归纳总结。

“我的孩子在家不能专心学习，一

不盯着他就玩手机、打游戏。”“孩子总

和我对着干，也不愿意和我沟通，怎么

办？”这段时间，成都市青羊区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专家、科研室主任李萍每天都

会接到很多家长的咨询电话。

因为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今年上

半年似乎变得格外漫长，孩子们不适

应，家长们也变得尤其焦虑。孩子在家

散漫、学习效果不佳，亲子间无法沟通

等问题都让家长们感到担忧。

家庭教育就是“管孩子学
习”？

疫情期间，李萍接到的咨询中不乏

一些极端案例：一名初三学生，在学校

即将复课前，告诉父母不想去上学，父

母自然不能理解，孩子很痛苦，甚至扬

言要轻生；一名初一学生，过去成绩还

不错，可上了中学后，又是沉迷于小说，

又是玩游戏，复课没多久就不想上学

了，还抢母亲手机给老师发微信请假，

父亲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孩子并动了

手，孩子立刻变得很暴躁，甚至表示“要

去死”。

李萍认为，类似事件都是家庭教育

缺失造成的。那么，什么是家庭教育？

在多年的咨询和讲座中，李萍了解到，

很多家长都认为家庭教育就是管好孩

子的学习，在她看来，这种想法是有失

偏颇的，这也正是疫情期间家庭教育问

题突出的主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法（草

案）》（征求意见稿）中就明确指出：家庭

教育是父母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实施

的教育。这个教育是品德教育，也是教

会孩子如何做人的教育，并不是学习成

绩好的教育。”李萍认为，很多孩子不

爱学习、行为习惯不好、甚至轻视生命，

都是因为家长在平时没有做好表率，不

够关心孩子。青春期的孩子更容易出

现行为和思想上的偏离，这就需要家长

不断正视自身，调整教育方式，切忌头

痛医头，武断急躁地解决问题。

那么，如何做好家庭教育，给孩子

最好的陪伴？李萍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首先，面对问题，家长应该调整自己的

主观心态，从改变自己开始，而不是一

味地想要去改变孩子，教育孩子。家长

首先应该提升自己，然后才能去要求孩

子。其次，家庭教育始终与生活融为一

体，应该伴随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家

长始终要记得言传身教的重大意义。

第三，家长要明确教育方向，要有教育

规划，要讲科学方法。第四，家长要做

孩子的人生导师、生命教练、三观楷

模。第五，家庭教育是个性化的，不要

想着一蹴而就，并非一套教材适用于所

有孩子。

家庭教育必须讲科学
今年 3月以来，青羊区家庭教育指

导中心从热线电话的咨询案例中整理

了一部分内容，开设了“青羊家长 e 起

听”栏目，发布在“青羊家庭教育”微信

公众号上，至今已更新了40期。

作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

四川省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地，青羊区

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建立了家庭教育专

家团、家庭教育讲师团、家庭教育志愿

者和家庭教育科研团4支队伍，以李萍

为代表的专家团队研发了理论与实践

互为依托的家庭教育系列课程，为全区

家长提供专业化、常态化、个性化的家

庭教育指导服务，指导中心的咨询热线

已成为家长们寻求家庭教育问题解决

方法的重要渠道。

“现在的家长越来越重视家庭教

育，但也要注意，家庭教育必须讲科

学。”李萍介绍说，指导中心在帮助家长

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上秉持专业化的原

则，免费给家长们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比如，通过热线电话提供咨询，每年针

对班主任组织 4 期家庭教育指导师培

训班，面向社区推出“智慧父母学习沙

龙进社区”等等。

在指导中心主任李良兵看来，构

建“学校——家庭——社会”的“教

育共生体”，为全社区家长提供科学有

效的公益性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就是

要搭建一个全区总动员，人人都可以

分享育儿经验，彼此互相学习、共同

进步的平台。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青羊区家庭教

育指导中心还首创了“星级家长”“星级

家委会”评价体系，在区教育局的支持

下，通过与学校绩效挂钩的方式，在

2017—2019年 3年时间内，评选出四星

级家长 5200余名，五星级家长 1100余

名，其中部分家长参与到进学校、进社

区的义工团项目中，目前，该项目已有

2000 余人，有效推进了青羊区家庭教

育指导的整体发展。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

要，这需要家庭、学校、政府、社会的共

同努力，但家长教育永远是家庭教育的

基础。家长们要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把

家庭教育的主体责任承担起来，毕竟家

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

第一任老师。”李良兵说。

疫情之后，请先给家长上一课
■ 王琦

实用版开学攻略实用版开学攻略
助孩子元气满满开始新学期助孩子元气满满开始新学期

还有几天，新学期就开始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

废。”充足的准备，能让孩子以元气满满的状态迎接新学

期。从“暑假模式”到“开学模式”，如何平稳切换？家长可

以做什么来帮助孩子收心？秋季开学，孩子们升入新年

级，一年级新生首次入校，有什么需要注意？成都师范附

属小学优秀教师、班主任李琴，根据多年带班经验为大家

奉上实用版开学攻略。

■ 记者 胡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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