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孩子不够耐心

对孩子教育不够重视

对孩子管教有时过于严厉

对孩子的教育有时太急躁

对孩子关心程度不够

自己生活习惯不够好，带给孩子消极影响

其他

65.19%

23.27%

30.45%

72.4%

25.6%

21.25%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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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学业规划、衔接适应
的问题热搜不断，说明社会对这个问
题的关注度很高，本次调查正是在这
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衔接教育”是指两个学段的前后
互相连接和过渡。其中，幼小衔接一
直是社会热点话题，随着幼儿园和小
学多年来有意识的双向协同推进，目
前家长的满意度也较高。但小升初和
初升高（职）衔接的需求比例，则超过
认知。本次调查显示，超过67%的学
生认为读高中（职高）之前应先了解
学校特色、师资力量、进行中长期的
学业或职业规划，但实际去做这件事
的不到半数。调查还发现，关于高一
级学段所需要的学习方法、人际交
往、心理调适、升学指导方面的衔接
教育，是家长和同学最关注的，但内
容的供给严重不足，现有的信息来源
主要是向“过来人”口头请教。

“对于衔接教育，我们的老师，特
别是新生班和毕业班的班主任们，要
加强研究学习。衔接教育上接升学政
策与社会环境，下接家庭、孩子和学
校的个性化需求，还包括了学习认知
能力、身心健康发展、个体社会化等

‘跨界’领域，我认为迫切需要去开发
系列课程。学校要主动作为，尽快启
动研究工作，培养校本专家团队。”镇
海区学生成长指导工作站主持人、中
兴中学校长王飞说。

分设11套问卷，累计回收近5万份

关注全学段衔接教育
镇海开展万人大调研

A

B

C

D

A.一方或双方专制型

（限制较多）

B.一方或双方民主型

（有控制，但比较灵活）

C.一方或双方放任型

（几乎不对孩子提任何要求）

D.一方或双方不作为

（对孩子需求不予理睬或不敏感）

学习方法 88.87%

人际交往 62.58%

亲子沟通 44.59%

心理疏导 60.56%

压力调试 61.11%

升学指导 59.22%

电子产品 21.7%

其他 3.26%

“初中生如何增强自主学习意

识？”“如何适应高中生活？”……最

近，镇海启动了面向全学段家长、教

师和学生的成长指导需求调研。调研

任务由新成立的区学生成长指导工

作站承接，分设11套问卷，累计回收

近5万份。这其中发现了什么教育新

需求？让我们一探究竟。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陆宗尧

亲子沟通技巧有待加强

此次问卷中，在对小学以上学生的无记
名问卷中，超过8成的孩子对自己父母的教
养方式评定为“民主型”，即有管教，但比较
灵活。亲子间交流的话题除了学习之外，人
生规划、兴趣爱好、班级学校里发生的琐事
也是主要方向。

不过，仍有较多学生认为父母沟通时换
位意识不够，而且总喜欢拿别人家孩子说
事。特别在初中段学生中，抱怨父母“对自
己控制太多，什么事都要管”的占44%。反
观家长问卷，“吐槽”自家孩子的也不在少
数。孩子口中挂着的“不知道”“知道了”“随
便”“烦死了”是家长经常听到的“话题终结
者”。

问卷也验证了家庭教育中明显存在的
问题。例如在初中段学生亲子沟通中，“父
亲缺位”现象尤为明显。此外，对于各种学
业问题，家长“过度聚焦”“干着急”“焦虑传
导”现象也比较严重，超过半数学生反映家
长不够信任自己，会背着自己购买补习资
料、联系老师、干涉交友等，他们总是担心
孩子走偏。

记者获悉，作为镇海区“海天舒”学生成
长指导工作站启动以来的“第一招”，调研
团队正加紧研究问卷结果，以问题为导向制
定下一步工作计划。镇海区教科所已和工作
站一起面向全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发出微
课招募令，着力为社会关注的衔接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等提供解决方案。未
来，还将制作优质课程资源，在“品学镇海”
应用上集中投放，搭建专家直接指导的一站
式问题解决场景。

心理健康是热门话题

疫情影响下，孩子身心健康问题凸
显，已是不争的事实。参与问卷调查的
教师、家长，都将心理健康看作重点问
题。其中孩子情绪调节、人际关系成为
贯穿各学段、各种教育角色都迫切需要
指导的话题。

“这些年各种学段孩子抑郁、焦虑
等情绪问题频现，一线班主任感知明
显。当比较严重的问题出现时，老师、家
长和孩子都会觉得手足无措。”工作站
首席导师陆宗尧说，“一般性的情绪问
题可以提供较为通用的处理方案，比
如提供疏解情绪方法的微课，供孩子
自学。但人际交往问题就比较个性化，
个体咨询或朋辈辅导效果更佳。我们
需要集中力量，用好各学校的心理辅
导站和师资资源，共同开发简短起效、
能在学校内直接化解处理的心育指导
工具，比如提供不同年龄段的心理活
动育人的‘菜单’。”

衔接教育需求大增A

对于“初升高”衔接，初中
生除了学习之外，还渴望得到
全方位的指导。

B

C
初中生不喜欢的父母教养

方式，“总拿别人家孩子说事”高
居榜首。

觉得对孩子不够耐心、太急躁……
这一届家长对自己要求很高。

给好评！超8成镇海高中生认
为自己的父母属于“民主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