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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孩子入学第一个月，有两
个看似很小的问题：一是喝水，二是
上洗手间。这两件事对成年人来说可
能是小事，但对于入学初期的孩子来
说，下课能不能养成这两个习惯却是
件大事。

离开学还有一周的日子，家长从哪
些方面帮助孩子，让他们爱上校园生活
呢？嘉宾们提供了几招立竿见影的方

法：1、可以练练如何大大方方地自我介
绍，让老师和同学一下子记住自己。2、
练习5分钟内整好书包，5秒钟内找到
指定物品。3、学会用扫把扫地，看看孩
子能不能把自家楼道打扫干净。4、每天
坚持练习跳绳，争取一分钟能跳到150
下。如果可以的话再教给孩子几个人际
交往的小窍门，这些都能帮助孩子快速
适应小学生活。

全学段衔接过渡指南 助你顺利 开启新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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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看看“全学

段衔接”教育主题论坛

上专家们的观点。

该论坛由宁波市教

育局举办，宁波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宁波市中

小学生成长指导中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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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助力身心平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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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马亭亭/文

杨辉/摄

开学还有一周
不妨试试这几招

茅燕琴:宁波市实验小
学老师，宁波市首届名班
主任。

每当孩子升入大班时，许多家长的
话题就会从原来分享好玩、好吃的转移
到你家孩子学了什么？我家孩子去学点
什么好？

李江美作为一名幼儿教师，她认为
家长重视、关注孩子幼小衔接是好现
象，学龄前期和学龄初期的孩子，最需
要家长的陪伴。家长关注了幼小衔接，
父母孩子之间就有了更多彼此了解、交
流、表达的可能。

茅燕琴是一位有着24年教育经验
的小学老师，这期间基本都在做班主
任。在她的采访调研中，首先，家长们普
遍都很重视对孩子智力因素的培养。比
如，不断提高孩子的识字量，训练孩子
20以内加减法的计算能力。有的家长担
心自己的拼音不够标准，会把孩子送去
拼音辅导班。也有的家长未雨绸缪，提
前让孩子练习硬笔书法，希望孩子在书
写上有一定的优势。其次，家长们越来
越重视孩子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
培养。他们很重视培养孩子的专注力、
收纳意识、时间管理能力、人际交往能

力等。第三，有一部分的年轻家长意识
到，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和智力因素的培
养同样重要，比如孩子的求知欲、荣誉
感、自制力、耐挫力等。

但她也发现，有的家长存在一定误
区，比如谈到幼小衔接，有的家长以为
只要提前学习小学课本的内容，就能处
处领先于别的孩子了。

作为一名儿童研究者，徐宪斌特别
关注也再三强调当下幼小衔接现状中
儿童缺位的问题，由于社会竞争的影
响，有一些家长以“为了孩子好”的名义
报各种辅导班，“抢跑”现象非常严重，
在做这些所谓的“幼小衔接”准备的时
候并没有听从孩子的意见，也忽视孩子
身心发展的特点。这种过早的“开飞机”
式的抢跑，从短期看可能赢得了拉开同
龄人距离的“知识量”，但从长期来看，
孩子青少年时甚至成年后的一些心理
问题的产生，也往往根源于此。所以，忽
视儿童，仅靠成人外部强势干预的幼小
衔接一定是违背规律的，也一定会引发
消极的后果。

重视幼小衔接是好现象
但要避免“开飞机式”抢跑

你以为的“对孩子好”
孩子真的喜欢吗？

“有一种冷是妈妈觉得你冷”，这句
话常被网友拿来戏谑家长给孩子的“自
以为是的爱”，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他们
是否真的觉得这是好的支持？

嘉宾们在分享中提出，当家长的往
往会打着“为了儿童”的幌子，本着促进
儿童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更多地关注
衔接的学习内容，比如艺术、奥数、英语
等，认为都很重要，但是对儿童的内在
感受和情感体验关注不足,倾听不够,
缺乏基于儿童的立场、基于儿童的视角
去做幼小衔接工作。

例如，对大班儿童的一项调查显
示：学业、规则、教师是大班幼儿感受
到的主要压力 源 ，例 如 担 心“ 学 不
会”“回答不上问题”“作业多”“作
业难”“考试不会”“学不好”会被

“打”、被“批评”“小学老师很凶”等。
同伴、环境、家长是次要压力源，例如
担心“被打”“被排挤”“被嘲笑”“没有

玩具了”，家长会“更严格”“严厉”“很
凶”等。所以家长要关注到孩子这些情
感上的适应和接纳，让孩子在面临小
学，包括后期进入小学学习有一个积
极的情绪状态。

另外，家长对孩子提出要求后，有
向孩子提供方法吗？比如，几乎所有的
家长都会对孩子说：抓紧时间啊，快点
把作业做好；你看看你，桌子乱七八
糟，赶紧收拾好。那么问题就出现了，
孩子们说爸爸妈妈就会催催催，至于
怎么才算抓紧时间，怎么才算快，桌子
怎么收拾才能让爸爸妈妈满意，这些
家长是很少给予方法指导的。

由于成人和孩子的视角不同，家长
和孩子在沟通上容易出现问题。面对
同一个问题，儿童和成人完全不是在
一个频道上的，而做家长的就是要努
力蹲下来，站在孩子的视角，多和孩子
共情，给予孩子真正的帮助。

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家长们可以这样做

嘉 宾

李江美:宁波市闻裕顺
幼儿园教育集团总园长，
宁波市名园长。

徐宪斌:宁波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宁波教育
学院）儿童研究院执行副
院长，宁波市基础教育研
究基地首席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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