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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学习、心理等不同方
面探讨了小学和初中的区别后，三
位嘉宾给家有新初一孩子的家长
分享了几个关键点。

适应。适应初中生的角色，例如
暑期带孩子到初中校园走一走，请
初中生与孩子一起聊聊初中的学习
节奏、交往方式等，提前有认知。

顺应。很多家长会发现孩子领
地意识增强了，经常一言不合，房
门一锁；变得不喜欢跟父母沟通
了，甚至学会“顶嘴”了，把心事写
在那本永远锁上的日记本上。这个
时候如果家长还是用命令的方式，
强硬的态度，唠叨的言语，只会让
孩子的门关得越来越紧。家长要做

的就是跟着孩子的成长而成长，理
解孩子、尊重孩子，平等地交流，温
柔而坚定地守住底线。

沟通和信任。了解孩子是教育
孩子的基础，家长学会正确的了解
孩子是教育孩子的前提，这就需要
和老师、孩子进行恰当的交流沟
通。当孩子遇到困难时，家长要帮
助孩子分析问题，给孩子以安慰、
鼓励和信任，让孩子获得前进的动
力和信心。当然，信任孩子并不是
对孩子不闻不问，家长还是要做好
督促工作，对一些玩心比较重，缺
乏自制力的孩子，就需要家长制定
一张可以执行的时间表和家长的
善意的监督和提醒。

该准备些什么？

“抢跑”不可取
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相比初中学习内容，普高课程内容多、难
度高、进度快。初升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一是数量上，初中纸笔考试是5门课程，而高
中是10门课。二是内容上，高一要全开9门课
程，高一要进行学业水平测试，选课怎么选、怎
么组合，哪些是学考要准备的，哪些是高考选
考要准备的。

受当前社会竞争的影响，甚至网络上部
分文章鼓吹“假期是弯道超车的，不是休息
的”，因此，许多家长让学生提前上高一新
课。对于这样的做法，嘉宾们建议家长慎重
考虑。因为，学生虽然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学
了新课，但是内化吸收、对知识的了解是比
较肤浅的，在短时间内看可能会有些优势，
但是代价却很大，比如开学后，这批学生上
课容易开小差，会觉得“我已经学过了，不
听也可以”，随着学习进度的推进，这或许
会成为学习进步的阻碍。

嘉宾们建议，正处“初升高”衔接期的学生
要合理安排假期生活，做好规划，自律意识、时
间管理能力非常重要。假期里可以做一些在学
期中做不了的事情，比如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培养兴趣爱好等，还可以开展一些项目化的研
究性学习，提高跨学科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
主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当然，自学部分高
中新课也可以，但是不要一出校门就送进校外
培训机构去，抢跑不可取。

做好时间和生涯规划
找到兴趣所在

学习内容、进度、难度等都发生了变化，那
就意味着合理的学习方法方式非常关键，嘉宾
们给出以下几点建议。

做好时间规划。要想获得良好的学习效
果，小学更关注养成“习惯”，初中在“习惯”基
础上讲究“方法”，高中在“习惯”“方法”基础上
还讲究“效率”。效率从何而来？合理地分配学
习时间非常重要，要根据自己学习节奏，做好
课堂、夜自修、午间、寒暑假的学习时间安排。
合理地安排娱乐时间不可忽视，随着学习内
容、学业压力变大，就需要保持良好体力，锻炼
不跟进，会出大问题。有目的性地分配社团时
间，高中社团有丰富多彩的活动 ，学生要根据
自己的兴趣从中选择。

调整学习方式。不要让老师来适应你，学
生要主动地适应老师、适应学校。高中的学习
比初中的学习需要更大的自主性。所以，新生
要逐步学会主动学习，自己确定学习目标、制
定学习计划、检查学习效果，主动请教老师问
题，更大程度地发挥学习的主动性，以适应高
中的学习生活。

做好生涯规划。建议学生在高一就开始
做三年的规划，甚至要和大学衔接、和今后的
就业联系。生涯规划是长周期的，是学生认识
自我的一个过程。包括根据兴趣和意向选科、
规划高考的出口、关注未来专业取向等。这些
事情，学生可能不会自己主动去做，这时候就
需要家长、班主任等给予支持，跟孩子沟通了
解他的兴趣爱好，这样的规划才有起点，以便
尽快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目标和方法，早日适
应高中学习生活。

全学段衔接过渡指南 助你顺利开启新学期
更要关注孩子
内在心理的变化

王飞:镇海区立人中学
副校长，宁波市首届名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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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马上“小升初”
家长很焦虑

嘉宾俞芬分享了身边的一个家
长案例：孩子上初中了，家长最担心
的是学习成绩。一放暑假就张罗着
给孩子补一些初中的课程。离开学
越来越近，她的焦虑更加严重，孩子
能不能分到一个好的班级、遇到一
个好的班主任？初中的教学方式，孩
子能不能适应？新的环境伙伴关系
是否可以处理好？以及孩子读初中
若是出现了叛逆怎么应对？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焦虑的情
绪？俞芬分析道，一方面是对初中
生活的未知。人之所以感到焦虑，
一部分是因为对未知的恐惧。因为
你没有遇到过，你不知道它是怎样
的，疑惑的同时就会产生焦虑的情
绪。另一方面是源于学业的压力。
初中学习科目多起来，作业多起
来，考试多起来，学业上的“三多”，
让家长倍感压力。

那么，为了做好小升初的衔
接，就是要在暑期超前学习吗？嘉

宾王飞在现场厘清了一个概念：小
升初的衔接，并不是提前学习初中
知识，而是家长和孩子一起从身
体、心理、习惯、知识、能力多方面
进行调整和准备，以适应初中的学
习生活。家长要把焦虑转化为行
动，了解初中的特点，了解孩子的
成长规律，从而更好地让孩子适应
初中生活。

针对这个问题，嘉宾张红波介
绍，小升初衔接阶段的学生处于心
理半幼稚、半成熟阶段，他们非常
渴望独立，有较强的自尊心，但缺
乏自我管理，情绪不稳定，自我意
识显著提高，认知能力增强。

进入初中后，与老师、同学交往
的范围扩大了，获取的信息也大大增
加了。同学们各自所生活的地域范围
更广了，同学之间的家庭情况更加复
杂。孩子的交友观念、标准也随着身
心的发展在变化，如何帮助孩子正确
处理人际关系成为家长的新课题。

小学时成绩不错
为什么初中只能考六七十分？

经常会接到很多家长提问：“为
什么我的孩子小学能考八九十分，到
了初中就只能考六七十分了呢？”

几位嘉宾分享道，在小学课堂
上，老师会借助多样化的教学手
段，创设各种各样的教学情境，去
吸引学生；老师会用自身丰富的表
情语言、肢体语言去感染学生。教
学过程中老师会一步一步教给孩
子解题的方法，孩子不懂的地方会
耐心地一遍两遍讲解，力求每个孩
子掌握基本的知识。

初中比小学教材在难度上有
很大的提升，记忆性、重复性知识
减少，理解性知识增多，需要人具
备充分理解事物并掌握其原理的

能力，死记硬背显然是行不通的。
小学习题基本与例题相似，而中学
的习题与例题相比题型变化较大，
即使学生在课上听懂了，有可能课
后仍不会做题。所以，初中生如果
还是用小学的学习方式，效果自然
不理想。

小升初不光要关注孩子学习
上的变化，更要关注孩子内在心理
的变化。孩子从小学迈向初中，也
是从童年期的幼稚向青少年期的
成熟过渡。孩子突然一下子从小学
升到了初中，身边的校园环境、同
伴、老师都是陌生的，学生自然会
产生一定的心理落差，甚至还会有
一些抵触的情绪产生。

“小升初”衔接期
做好这几点很重要

嘉 宾

张红波:宁波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宁波教育学
院）教育培训学院副院长、副
教授，宁波市首届名教师。

俞芬:宁波市奉化区实
验小学教师，宁波市首届名
班主任。

郑东辉：宁波大学基
础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石晓为：宁波外国语学校
教师，宁波市首届名班主任。

杨云生：宁波市惠贞书
院校长，宁波市首批名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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