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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希涛说，家长常犯这样的
错误：在学习上认为孩子长大
了，把他们看成初中生；在生活
中，依旧把他们当成什么都不会
的儿童。

依赖是很容易“上瘾”的。
赵希涛教过的一名学生叫小
丽（化名），初一都快上完了，
还天天丢三落四，不是找不到
作业本，就是找不到文具盒。
经过与其父母聊天赵老师发
现，小丽的一切几乎都是父母
包办的，整理书包、摆放文具

等小事儿，父母从来都没有让
小丽做过。

实践证明，学习能力、与人
相处的能力、适应新环境的能
力，都会因为孩子的依赖性而受
到较大的影响。

老师：多关注孩子的小心思

徐冰说，小升初是学生学
习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大
多数学生通过自我调适，能够
顺利适应初中生活，家长不必
过分紧张。

需要提醒的是，家长和孩
子交流时要多说鼓励的话，比
如：“初中学习科目多，你只要
合理分配时间，学起来就会很
轻松。”千万不能说打击否定的
话，比如：“看你这样磨磨蹭蹭
的，到了初中可怎么办啊？真
替你担心。”负面消极的暗示不
利于学生适应初中生活。

小变化会影响大未来。十
二三岁被专家称为“危机年龄”，
家长除了要密切关注孩子的心理
变化，还要及时和老师进行沟通。

刚刚送走初三毕业班的市
东方二中老师赵希涛举了一个
真实的例子：

赵老师曾教过一名叫小涵
（化名）的女生，她很喜欢数学，
也很崇拜赵老师。可是，有一
段时间，赵老师发现小涵上课
总是走神，而且成绩有所下滑。

后来，他主动找家长沟通，
家长一开始不愿意说，后来才
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原因：有一
次，赵老师在课堂上提问了小
涵，小涵没有回答上来，她觉得
自己不仅让老师失望了，而且
在班里丢尽了面子。因此，上
课总是想着这件事，结果，成绩
出现下滑。

其实，这不算多大事儿，但
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就
是天大的事儿，他们敏感、细
腻，容易钻牛角尖儿。因此，家
长、老师如果觉察学生有细微
变化的时候，一定要学会暗中
观察，不动声色地进行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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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不该管的不要管4

从小学生到初中生，对孩子们而言，变化的不仅是称呼——

小升初：新角色面临哪些新变化
□记者 杨寒冰

七月、八月，对普通人来说，这仅是两个炎热的自然月而已，但是，对于大多数十
二三岁的孩子来说，这两个月过完之后，他们的身份将发生较大变化：从小学生升格
为初中生。

变化对孩子来说是欣喜的，对家长来说，欣喜之余不免焦虑——孩子的学业任务
会不会加重？孩子的青春期即将到来，家长该如何“接招儿”？

凡事预则立，《洛阳晚报·教育周刊》记者带你一起走近一线教师，听听他们的建议。

市六中副校长朱彦黎曾在初一作过
调查，学生升入初中后，主要有如下变化：

●进入初中后，学习科目多了，
作业多了，学习负担明显重了。

●刚上初中时，不太适应新老
师，也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成绩远不如小学。

●老师管得少了，很多事情都得
自己做主，自己操心。

●父母、老师没那么伟大了，他
们太唠叨。

●上小学时，对父母、老师言听
计从；上初中后，不太听话，有时还会
反抗家长，甚至和他们吵架。

变化：学习和心理变化大

学习：小学靠聪明，初中靠方法

学习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那
就先从学习说起。

市东方二中团委书记徐冰说，小
学的知识是模块化的，只要反复练
习，就能掌握，因此，有些聪明的孩
子，仅靠聪明就能取得不错的成绩。
初中的知识是成体系的，由易到难，
一脉贯通，学生想仅靠聪明取得好成
绩，是不太可能的。

进入初中后，学生要养成独立思
考、善于总结的好习惯。家长可引导
孩子对新学期要学的知识进行整体
了解，初步熟悉各部分知识在整册书
中的位置。

要注重学习方法的培养，家长要
引导学生在学习实践中找到适合自
己的方法，并持之以恒。

大多数学生常用的学习方法是：
预习→认真听课→做好课堂笔记→及
时复习→认真独立完成作业。

预习时，可以借助参考书。
写作业之前，最好把刚学过的知

识复习一遍，把每次作业都当成测
试；写作业时，不翻书、不查资料，更
不能抄别人的答案。这种方法会让
所学知识及时得到巩固。

初中课多、书多、老师多，不少
学生会感到不习惯，对学习感到吃
力。家长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时
间，不要只重视班主任所教的课，而
忽视其他科目的学习。要知道，中
考考查的可是 7门课，偏科对学生
来说是致命的。

需要提醒的是，功夫要下在平
时，学生平时一定要养成认真书写的
好习惯，在演草纸上的书写，要像写
作业那样认真，考试时，如果觉得哪
道题计算有误，可以检查演草过程，
如果演草纸是整齐的，检查时就能一
目了然，很快找到哪一步出了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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