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业在即，六年级的学生就

要“小升初”了。面对新的校园环

境，完全不同的学习节奏，怎么帮

助孩子们开个“好头”呢？

在本期茶座开始之前，老师

们面向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一

共回收有效问卷1896份。关于小

初衔接，家长最关心的几个话题

是：初中学科难度提升了，那么究

竟有没有必要提前学？孩子如何

适应新环境？学业难度大了，孩子

不自觉，怎样提升内驱力？

4 月 30 日晚，班主任和教育

专家们相聚一堂，为家长们出谋

划策。本期茶座也是甬蚌开展教

育合作帮扶以来，两地班主任共

同体的直播首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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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
周刊

家
长

帮 面对调皮孩子别上火
试着创造“松弛感”

分享人：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教
师 彭伟

我的女儿从小就是一个活泼好动的孩
子，用好话讲是“聪明伶俐”，用孬话讲是“调
皮捣蛋”。这种性格，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烦
恼。特别是孩子进入小学后，我们希望她能遵
守规矩，好好学习。然而，一切并不顺利。

刚开学不久，班主任打来电话，表示女
儿在学校的表现很特别，经常做一些调皮捣
蛋的事情，导致周围的同学受到影响，最关
键的是，老师讲一句，她就立即用狡辩和哭
闹来回应。

听到老师的反馈，我和她妈妈都非常担
忧，因为女儿的行为会影响她的学业和人际关
系。于是，我们开始反思自己平常的家庭教育，
并且阅读了一些相关的育儿书籍。我看到了一
种观点，在家庭环境中创造一种“松弛感”。

确实，随着女儿逐渐长大，自我意识增
强，会经常发脾气。相应的，有时候我们也很
难控制住自己，便采取强硬的方式让她“服
从”。我们一直认为严格的要求和教育方式
能够帮助她养成好的习惯，但实际上这种方
法并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陷入了一种
恶性循环，导致孩子越来越难以管教。我意
识到创造家庭教育松弛感已经迫在眉睫了。

于是，我们商量着首先从好好和孩子说
话开始。少用斥责的语气，尽量温柔以待。当
她还是忍不住发脾气或采取不恰当的回应
时，我们试着用温和的语气和她沟通，引导
她思考自己的行为可能带来的后果。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就放任孩子，而是在一定程度
上给予她自主权和空间，一旦孩子的行为越
界了，我们还是会及时制止。

我们也有意识地鼓励女儿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情感，倾听她的声音并尊重她的选
择。当女儿行为有点滴的进步，或是在学校
取得好成绩的时候，或是平常做了“好事”，
我们就夸奖她，表扬她，并给她准备了一些
小奖状和物质奖励。

如今，女儿已经进入一年级的下半学期
了。前些天，我问班主任近段时间女儿的表
现，班主任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说她的品德
和行为习惯都表现得好多了。我们非常欣
慰，一方面，是感慨女儿终于适应了小学生
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感受到这段时间，通
过创造家庭教育的松弛感，一切向好的方向
发展了。而我们的女儿，也更加乐于主动地
与我们沟通和分享。

我们相信，她会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
和选择更恰当的回应方式。我们也意识到，
作为家长，我们是她的引导者和支持者，而
不是领导者和控制者。创造这种松弛感，不
仅让孩子感受到自由和尊重，也为她提供了
成长与发展的空间。

问：孩子做事不自信，并且自律性差，怎
么办呢？

答（宁波外事学校高级讲师 徐巧蓉）：
面对孩子的不自信，我们要不断去肯定他、
鼓励他。请记住：一个孩子要有足够的自信，
必须肯定他6000次以上；否定一次，则抵消
20次肯定。持续的肯定最能让孩子具备自
信。

其次，是要促进其做事成功，孩子有成
就感，看到了自己的能力，更能树立自信。

自律性可以从这四方面着手：营造相对
安静独立的学习环境；培养孩子远大理想，
制定阶段目标；指导孩子学会用计划自我管
理；让孩子为自己的事情负责任，不要对孩
子的事情包办代替。

家有“准初中生”，
家长应提前准备什么？
甬蚌两地班主任支招

进入初中后，孩子的学业难
度陡增。面对有困难的科目，孩子
可能会有畏难情绪，会表现为不
主动、磨蹭，这时家长应该如何帮
助孩子？

陈琳表示，孩子的学习动力
有两种。一种是内在的，一种是外
在的。爸爸妈妈们如果常常跟孩
子说的是“好好学习，长大才有好
工作”，或者“这次考到优秀，就奖
励200元”，那么，对孩子而言，他
的学习动力是外在的，不持久的。
而如果爸爸妈妈们在某一刻激发
了孩子，让他认为“学习这件事是
很有意思的”，那么这个动力就是

内在的，这才是持久的动力。
张丽娜建议，家长可以用

“花式表扬”，来激发学生的学习
斗志。成年人在日常的生活中、
工作中，如果听到一些赞美、鼓
励的话，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很愉
悦，工作上立马会像打了鸡血似
的干劲十足。小孩子也是同理，
内在也有着同样的需求，渴望被
他人夸赞和赏识。所以，家长可
以对孩子进行各种“彩虹屁”似
的夸赞。比如：“哇，宝贝，你真厉
害，用这么短的时间，就把这么
长的课文背下来了！”还可以给
孩子一些肢体上的鼓励，给孩子

点个赞，拥抱一下孩子，亲亲孩
子的小脸蛋，从而来实现孩子的
价值感，提升内在的动力。

“学生的内驱力来自内在动
机，就是自我驱动，就是兴趣、好
奇心和探索；也有来自外在动机，
譬如来自家长老师同学的期望和
奖励。所以说学生的内驱力是通
过种种因素激发的。”点评专家王
晶晶说，家长们可以根据孩子的
情况，先从外驱力入手，譬如21
天养成习惯、兴趣导入。学习是艰
苦的，需要持之以恒的毅力，所以
需要正向的反馈、不断地肯定鼓
励，慢慢提升孩子的内驱力。

学业难度变大，如何克服“畏难情绪”？
不妨给孩子拍“彩虹屁”，提升内驱力

除了学习节奏、学习强度
的变化，孩子们还要面对新的
校园环境、新的老师和同学，怎
样才能帮助他们快速适应新环
境呢？

陈琳认为，要消除孩子对新
学校的陌生感，不如提前去学校
打个卡，感受初中的环境，了解校
园的特色和文化，找到孩子的兴
趣点和初中课程设置的衔接点，

点燃孩子的向往和期待。如果正
好碰到了学长学姐，还可以向他
们请教。在同龄人的口中，孩子和
初中的距离会快速拉近。

“走一走，聊一聊，我觉得还
可以再加一个做一做。”任静儿接
过话茬说，家长可以帮助孩子从
制定学习计划开始，让学习变得
更有条理；从设定学习时长入手，
让学习变得更加专注；从学会自

主预习切入，让学习变得更加自
主。

杨翠兰补充道，小升初阶段，
帮助孩子培养锻炼习惯、成为终
身运动者也很有必要。健康的身
体是孩子成长的基础。因此，爸爸
们应该多多参与，和儿子一起打
打篮球，和女儿一起跑跑步，不仅
有利于家庭运动氛围的形成，也
有助于亲子关系的和谐。

担心难以适应新环境？
周末去初中学校打个卡吧

很多家长都希望孩子可以
“赢在起跑线上”，在小升初阶段
就督促孩子提前学习初中的知
识。这样真的有利于孩子快速适
应初中生活吗？

任静儿对家长的心态表示理
解，但同时也提出，家长们与其不
断比较自己孩子与别人家孩子的
学习进度，还不如认真了解小学和
初中的知识区别，站在更高的立场
上去看待这个事情，“相比知识容
量少的小学课堂，初中课堂既注重
基础知识的学习，也注重学科知识

的拓展和应用，容量和难度明显提
升。所以，对学生的思维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如果我们从小培养
孩子们多思、广思的习惯，久而久
之，孩子的思维也会越来越活跃，
思路也会越来越开阔，这比提前学
习知识更为重要。”

杨翠兰则是从学科老师的角
度，给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表示，
在安徽中考英语试题中有一个猜
测词义的题型，如果孩子提前学
了知识，那么猜测词义的能力就
无法得到培养。家长们可以督促

孩子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预习作
业，关注学生时间的管理、书写的
整洁、阅读的习惯等这些方面。

王晶晶听完老师们的观点总
结道，首先，家长要考虑学生整
体、长期、全面的发展，做好当下，
享受每个成长过程。其次，要相信
孩子的主观能动性，每个孩子都
有很好的适应能力。第三，未雨绸
缪，适当了解，不打无准备之仗，
但这里的“准备”指的更多的是习
惯、方法、适应能力的提升，良好
个性的修炼。

有没有必要提前学习初中知识？
盲目地比较“进度”，大可不必

陈琳：宁波市镇安小学语文教师，宁波市骨干班主任
张丽娜：蚌埠市怀远县乳泉小学语文教师，蚌埠市名班主任
任静儿：宁波市鄞州区应麟书院科学教师，鄞州区骨干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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