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责编/刘保军 本版编辑/孟乐 版式统筹/闵敏 校对/陈晨 组版/绿箩 电话：65233679 E-mail：lywbjyzk@126.com

教育周刊 D0101

绘制 闵敏

教育大讲堂第七讲——

把握教育之根
培养优秀孩子

□记者 杨寒冰

产品不合格可以返
工，教育孩子失败了却无
法弥补。幼儿时期的教育
有多重要？父母的言行对
孩子的影响有多大？家长
在教育幼儿时存在哪些误
区？孩子初入幼儿园后有
哪些注意事项？

早期教育是“根”的教
育，把握好了，培养一个优
秀的孩子就非常容易。本
期教育大讲堂请来市实验
幼儿园原园长金巧玲为家
长指点迷津。

时间：9月 15日（周
六）9点30分。

地点：市六中（老城区
中州东路256号，西关九
龙鼎向东 300 米）报告
厅。

家长可将教育中遇到
的困惑写到字条上，讲座
后，金巧玲将在互动环节
为您答疑。

无须预约，免费听讲，
欢迎有意讲课者致电预
约。

□记者 马文双

教育大讲堂第六
讲，市二中校长胡玉敏
就“规划高中生活，决
胜一生发展”等内容与
家长进行了沟通，深受
家长的欢迎。

孩子上高中了，家长的困惑也
多了。每一个家长心里都清楚，高中三年是影响孩子命运的
关键时期，孩子长大了，面临着高考的压力，心理自然会有变
化。作为家长，需要改变教育方式吗？怎样才能让孩子顺利度
过高中三年？

就此问题，胡玉敏给出了如下建议。
孩子进入高中，家长需要对孩子的生活和学习有一个重新

的认识。伴随着社会发展，高中教育在发展，教师们的教育理
念也在进步，作为孩子的“家庭教师”，家长理应在教育理念上
有所更新，且不要将希望完全寄托于学校。家长要做“幕后英
雄”、“后勤部长”，更要做好“场外指导”和“心理保健医生”，从
精神层面关注孩子的成长。比如，家长应与教师、学校多沟通，
了解孩子的情况；不要总对孩子说“你为什么不行？”而应该多说

“你行”。
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不同，效果也不同，会出现“正教

育”、“零教育”和“负教育”的效果。不少城市的家长很好奇，
很多农村孩子的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不管不问，可孩子不仅会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大学，还能创造出精彩的人生。而他们每天给
孩子灌输各种各样的理念，孩子的成绩似乎仍不尽如人意，这
是为什么？

因为“无声教育”有时会强于“有声教育”。面对高考压力，
孩子们相对敏感，家长的言谈举止更应考虑孩子的心理感受。
当孩子对你的言论与批评表示反感时，如果你没有想到更好的
沟通方式，就要暂时保持沉默。如果你想与孩子顺利沟通，那就
不要吝啬你的鼓励。学习就像长跑，即便孩子跑了最后一名，你
也不能直接将他从跑道上拉下来，你还是要为他高喊“加油”。
不要对孩子要求过高，哪怕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只多考了一分，都
是进步，都需要鼓励。

孩子在中学和小学时成绩不是很理想，到了高中，会不会有所
突破？这无疑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

对此，胡玉敏讲了这样一个例子。市二中有一名学生叫齐鑫，
3年前，他的入学成绩是543分，这个成绩即便在二中也不是好成
绩，而距离洛一高的分数线更是差了60分。但是，他今年以621分
的高考成绩名列全市文科第五名，距洛阳市文科最高分只差17
分。这样的变化足以说明，在高中阶段，学生的成绩是可以有很大
进步的。

所以，中招成绩只能说明过去，家长要对孩子有信心，孩子的
大脑是无穷的宝藏，需要家长学会挖掘。但是我们也不能“割断
历史”，期待孩子在短时间内有所突破，进步是需要循序渐进的，
不可能一蹴而就。家长要认真分析孩子成绩差的原因，是因为他
不勤奋导致成绩差？还是因为心理负担过重导致成绩差？分析
原因，对症下药。

胡玉敏建议，不要让学习成为孩子生活的全部，高考是综合
素质的较量，要让孩子全面发展，懂得生活的孩子才能更好地战
胜学习上的困难。要让孩子多参加体育锻炼，好身体是一切幸福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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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声教育”与“有声教育”

孩子上高中后会面临选择，是读文科还是读
理科，文科、理科关系又该如何处理。

在这个问题上，胡玉敏建议家长“哪壶先开
提哪壶”，仔细了解孩子的学习特点，根据孩子的
学习优势选取文科或理科。多年前，他曾遇到过
一名学生，文理分科时选择了读理科，可成绩一
直很不理想，复读两年都没有考上大学。后来，
他根据这名学生的具体情况，建议他转读文科，
一年后，这名学生不仅考上了理想的院校，后来
的工作表现也不错。

胡玉敏还强调，文理分科并不代表孩子要放
弃另一方面知识的学习。即便是高考，也是对孩
子综合能力的考查，不要让孩子做“半个人”。不
论是文科知识还是理科知识，都有利于孩子的智
力开发，对其日后工作也大有裨益。

不做“半个人” 文理都要懂

高中成绩还能有所突破 2
望子成龙的心情固然可以理解，但家长不要

给孩子设置过高的目标，否则只会适得其反。要
相信“成功也是成功之母”，小的成就感会鼓励孩
子创造更大的成功。

胡玉敏建议，当孩子的表现不尽如人意时，
家长要学会说“理解”。例如一个孩子的英语成绩
很差，考了最后一名，你不要发火，也不要一下子
给他定太高的目标，你可以这样说：“看了成绩单，
爸爸妈妈觉得你一定在为英语学习而苦恼，我们很
理解你的感受。我们不要求你下一次进步很多，但
你是不是可以超过你前面的同学？我们相信，你可
以的。”哪怕后来他只考了倒数第二名，他也会觉得
自己成功了，会有信心取得更好的成绩，进而学会主
动学习。

相信“成功也是成功之母”

第六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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