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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备考忙 家长咋助攻
□记者 焦琳 王雨 见习记者 刘敏

用小心机
教孩子检查卷子

三十六计
应对考前坏情绪

期末测试就要来了，不少低年级的小朋友还
不会检查卷子。“很明显的错误，他都看不出来。”
邱女士提起孩子检查卷子这件事，觉得好气又好
笑。你家孩子会检查卷子吗？家长该如何教孩子
检查？一起来看看吧。

卷子咋检查，家长心里也没谱

对于卷子该怎么检查，不少家长心里也没谱，
总觉得自己上学那会儿，做着做着就会了，也没有
人教过。

“小时候考试，我一般会检查那些做的时候没
把握的题，不会一道一道挨着看，但这个方法对儿
子好像没有用，检查之前我会问：‘你觉得哪道题
可能有问题？’每次他都相当自信地说：‘妈妈，
我觉得全对。’”邱女士说，每当这时，她的心中
都很崩溃，因为她知道哪些题做得不对，还得压
着，不能直接告诉儿子，“自己检查出来，才是真
实成绩”。

做卷子七步法 让“会的都做对”

“发现错误时，家长不要直接指出，孩子只有
对自己发现的错误才会有深刻的印象。”东升三
小三（2）班班主任翟涛红说。

让孩子检查前，家长可以先检查一下，看看错
误都在哪些位置，然后拿张纸，从第一题开始检
查，把下面的题目都盖住，以免孩子分神。当检查
到有错误的地方时，家长可以加重语气，提醒孩子
这一行有错别字或者这一大题有几个小题有问
题，让孩子重点检查错误的区域，这样检出率就比
较高。

慢慢地，当孩子自己能够发现并纠正错误时，
家长可以试着不指定错误区域让孩子检查。再往
后，让孩子自己检查，确定无误后告诉家长，家长
最后把关。经过这样的训练，孩子基本就会自己
检查卷子了。

此外，翟涛红还推荐给家长做卷子七步法：
“这个方法我们从一年级就开始用了，效果不错，
家长们可以试一试。”

第一步：家长读题，孩子指字，逐字逐句，边指
边听边看。

第二步：孩子答题。

第三步：让孩子用手指着每一个题号，从前到
后检查，看是否有漏题。

第四步：用纸盖住答案，重新再做一遍，将纸
挪开，对照卷子看答案是否一致。

第五步：再次检查，重点检查有疑问题目。

第六步：经过以上步骤，孩子已经做了3遍，家
长开始检查。

第七步：检查出错误，让孩子订正。

做卷子七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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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嗓门、暴脾气、不爱搭理人，这种现
象在初中生中尤为明显，特别是遇上考试，
这种现象更是愈演愈烈。其实，无论是在
考试前还是考试过程中，考生的情绪都会
有变化，遇到这些情况，家长该咋应对？

试试“放任自流”

市民刘先生的儿子今年上初二，是老
师和同学口中的“学霸”，但他也同样经历
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考前“暴脾气”。

刘先生的儿子考试前反常，最明显的
就是不爱说话了。刘先生说这个时候，家
长千万不能没话找话，更不要三句话不离
学习。

如果孩子不说话，他就也保持沉默，吃饭
的时候，他会说两句玩笑话，活跃一下气氛。

“考试前，家长最好的做法就是置之不
理，考完试，可以在不经意的时候，和孩子
聊一聊情绪管理、人生规划等。”刘先生说，
父母的作用要体现在平时，考试前逼孩子
放轻松是没用的。

变着花样鼓励

张女士的儿子在去年的中考中，裸分
在洛阳市排前十名。她说，儿子平时在家
里很喜欢和她谈论学校的事，但是一到
考试前，话就会明显减少，有时还会有些
急躁。遇到这种情况，张女士的做法是
多鼓励。

张女士夸孩子很有一套，她不直接使用
各种夸赞之词，而是借老师的话来夸孩子。

“你们老师今天给我打电话了，说你最
近的学习状态特别好。”“你们班主任真是
个好老师，认真负责，对你也特别关心，你
说咱们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多幸运。”张女士
说，老师的夸奖其实远比家长的管用，能让
孩子更加自信。

另外，她平时会经常夸赞老师和学校，
这样也是为了让孩子喜欢老师，每天去上
学都能保持一个好心情。

考差了更需要放松

考试那两天，还有一种情况可能遇到，
就是某一科考得不理想，考后心情很差。

刘先生说，在刚结束的月考中，儿子感
觉英语考得很不理想，回家吃饭时情绪不
高，总是若有所思。“当时我很着急，怕他接
下来的考试会受影响。”刘先生说，可他并没
有问儿子考试情况，就装作不知道，然后开
始看电视，并邀请儿子一起看，边看边聊。

“某一科没考好很正常，家长千万别责
备，要为孩子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并帮着
他转移注意力，把坏情绪释放出去。”刘先
生说，这样才能全力以赴投入接下
来的考试。

正值期末考试季，怎样陪孩子备
战好期末考试又成了家长们关心的话
题。不妨听听老师的分析，看看过来
人的经验。

老师：少唠叨 多陪伴

眼看期末考试临近，高二学生小
斐（化名）周末回到家里仿佛长在了电
脑前。妈妈忍不住像往常一样开始唠
叨：“咋还不去学习？”次数多了，母子
关系急剧恶化。即使正在学习，小斐
看到妈妈走过来，也会故意把书摔了。

市四中高三年级主任史文俊说：
“因为考试的压力，父母和孩子之间的
矛盾很容易激化。家长应尽量在生活
上、心理上温暖孩子，而不是唠叨式督
促，否则会让孩子有不被信任的感觉，
产生逆反心理。”

另外，河科大附中高三数学备课
组组长陈延秋说：“经过几个月高强度
的学习，很多学生可能出现上课注意
力不集中、打瞌睡甚至失眠等情况，家
长尤其要注意。”

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呢？河科大附
中高三政治备课组组长王红超和以上
两位老师有如下建议：

●有技巧地了解孩子的学习状
态。孩子回到家，别一味追问学习情
况，聊聊校园生活等话题，多鼓劲儿少
要求，营造一个轻松的氛围。

●带孩子到大学校园走走，让他
感受大学完全不同于高中的环境，放
松心情，激发斗志。如果能去他的目
标大学，就更好了。

家长：肯定孩子的进步

市民范女士的女儿小伊（化名）
2015年毕业于洛阳一高，以高分考
入同济大学。从高一入学时的全年
级第五六百名，到高考时的第八名，
小伊一直在进步。期末考试前家长
如何做，范女士的做法也许值得大家
借鉴。

●尽量给孩子减压。我的女儿是
个吃货，周末我就带她出去吃饭、看电
影，让她换换脑子，放松一下。

●不把问题当问题。有段时间孩
子失眠，我一边告诉她失眠很正常，一
边转移话题，比如问她“学校最近有什
么放松活动”，让她放松心态，进行自
我调节。

●鼓励孩子锻炼身体。高中学习
压力大，孩子身心疲惫。我鼓励她晚
上和同学到操场跑几圈再回宿
舍睡觉，这样不仅有助于改善
睡眠，还能保证精力充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