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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西区的王女士最近一听到手机铃声，精
神就高度紧张。她说，女儿今年上了寄宿制初
中后，她本以为不用再接送会轻松很多，谁知
从军训开始到现在，女儿几乎每天都在“作
妖”，“一天至少打4个电话，开始是控诉军训难
熬，现在是嫌床板硬，晚上睡不着……搅得我
和老公都无心上班了”。

“前两天中午，孩子打电话说饭不合胃口，已
经连着两顿没吃了……我老公当时就急眼了，扔
下饭碗就要去接女儿回来。我拉着他不让他去，
他却指责我太霸道，当初择校时不听孩子意见非
要让她寄宿，我则怪他太宠闺女，把娃惯得吃不
了一点儿苦。”王女士说，因为孩子住校不适应，
她老公几乎每天都要和她吵一架，“我也是想让
孩子早点得到锻炼，谁知道闹得里外不是人”。

和王女士相似，洛龙区的张女士也在为住
校的儿子烦恼。不过，她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我儿子刚上初一，他也是第一次住校。最近
天气转凉，我每天都要看天气预报，担心他被
冻着或者太累吃不好、睡不好，等着他晚上打
电话跟我说说情况，可他一星期也不给我打
一个电话。我打给他班主任，让他听电话，他
居然说了我一顿，觉得我让他‘丢人了’。”李
女士说，儿子的态度让她失眠了好几个晚
上，“实话实说，孩子住校后，我觉得家里的
欢声笑语变少了，看到他不再像小学时那样
需要我，我感到很失落”。

与张女士、王女士不同，洛龙区的郑先生因
为儿子住校了，每天得“防着”自己的父母……

“儿子住校后，我爸妈几乎每天都想去探
望孩子。俩人都将近80岁了，还要挤公交，
这不是存心让我担惊受怕吗！”郑先生说，他
多次阻止，但前两天，俩老人还是趁他不在
家，偷偷跑到学校门口，想通过栅栏给孩子塞
汉堡、奶茶，“被门卫发现，报告了班主任，班
主任当晚就打电话提醒我不要再这样，让我
丢尽了面子”。

孩子第一次 不适应咋办寄宿
□洛教融媒记者 赵梦晨

“开学一个月了还不适应，每次打电话不
是哭着要回家，就是闹着要转学……”最近，
多名寄宿生家长表示，因为孩子住校后各种
不适应，自己也跟着失眠、焦虑……对此，多
位资深教师及过来人支招。

针对新学期孩子无法适应寄宿的
情况，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
教育指导师陈洁说，相比于生理条件、
心理条件更接近成年人的高中生，初中
生的心理比较稚嫩，并不建议他们太早
离家寄宿。因此，家长在决定孩子初中
是否住宿时，应考虑多种因素，充分听
取孩子的意见，不要盲目跟风，私自做
决定。

“从我多年管理寄宿新生的经验来
看，首次寄宿的学生适应期不应超过两
个月。如果超过俩月仍无法跟上寄宿
节奏且出现排斥情况，孩子可能真不适
应寄宿，建议转为走读，避免因长期过
重的精神压力而影响孩子健康。”市二
外资深教师、担任过多年班主任的袁磊
说，他曾见过一个学生，一住校就拉肚
子、呕吐，过了三个月还没有缓解……
但转为走读后，症状都消失了，学习状
态也变好了，“如果孩子实在无法适
应，家长也不可强迫，否则可能造成心
理问题，因小失大”。

伊滨区心理健康教研员张海燕则
提醒家长不必过于焦虑。“我市寄宿制
学校多为初中、高中，学生大都是刚进
入青春期的孩子。这一阶段的孩子，尤
其是女生，心思更为敏感，心理承受力
还在发展过程中，首次寄宿出现焦虑、
紧张是正常的。”张海燕说，家长应给孩
子们适应的时间和空间，并给予鼓励，
但不要一味迁就和退让，比如当孩子提
出周日不想返校时，家长可在言语上给
孩子加油，并分析周日返校的好处，尽
量不要满足他的这类要求。同时，家长
也要明白，不是所有孩子都适合住校生

活。如果孩子强烈排斥，家
长请慎重选择寄宿制学校。

这两年，我市不少公办初中开设了寄宿班，部分家长
选择让孩子从初中开始住校。那么，孩子初一住校能适
应吗？记者调查发现，近七成孩子首次寄宿会不适应，但
只要适当引导，八成孩子能在一两个月内克服。

如何引导孩子顺利度过寄宿适应期，过来人的经验
值得参考——

●提前“锻炼”独立能力
市二外学生家长王秀芬说，考虑到儿子外向、合群的

性格特点，她一早就坚定了初中让儿子住校的想法。她
曾在小学四年级后的寒、暑假，给儿子报名统一住宿的研
学活动，儿子每次都适应得很快，还能交到一帮好友。“为
了锻炼他的自理能力，从四年级开始，我就开始刻意训练，
让他自己洗内衣内裤、整理房间。”王秀芬说，初一开学后，
儿子很快就习惯了寄宿生活，连过渡期都没有。

●分清轻重，扛住“眼泪攻击”
西工区高二学生家长方女士说，当孩子对住校表现出

抵触情绪时，家长要有“辨别能力”，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
结为“娇气”“软弱”。她女儿曾在开学一个多月后回家多
次表达不想住校、想换宿舍，但又不愿说明原因。方女士
觉得很奇怪，因为女儿从初中就开始住校，自理能力应该
没问题。多次追问后，女儿才不情愿地告诉方女士，她因
为开空调的问题与其他室友闹得很不愉快，被其他女孩孤
立了。了解后，方女士主动联系了班主任，请老师把孩子们
聚在一起化解误会，“这个问题解决后，女儿对住校的抵触
情绪也消失了”。

不过，当出现孩子对生活条件不满意，或者能力、意志品
质欠缺等问题时，家长则不能心软，要扛住孩子的“眼泪攻
击”。洛龙区初二学生家长李先生说，他儿子初一寄宿时，动
不动就哭，一天能给他打三四个电话，一会儿说床太窄，一会
儿说军训太热受不了……“在我看来，这些都能克服。在他的
电话又一次打断我的工作后，我和他立规矩——只能每周三
晚打10分钟电话，其余时间我不接。”李先生说，儿子在他这里

“碰壁”后，减少了打电话的次数，在学校也没那么“娇气”了。
●家长别主动去“招惹”孩子
洛阳地矿双语学校学生家长代女士说，女儿去年刚住

校时，她不放心，三天两头去给女儿送水果、送衣服。这样
做的结果是，别的学生一个月就适应了寄宿生活，自己的
女儿还整天哭哭啼啼想回家。后来，代女士狠下心连着
一个月没主动去看女儿，女儿也慢慢适应了。她说：“现
在想想，当初是我多事儿了，能提供寄宿的学校大多基
础设施完善，基本可以满足孩子的需求，我太操心反而
绊住了孩子成长的脚步。”

●多点耐心，别总打击孩子
新安县高二学生家长赵女士说，她女儿初次住校时也出

现过各种不适，她觉得女儿是高中生，都接近成年人了，还
在为住校流眼泪非常“幼稚”。于是，她经常出言讥讽其“上
不了台面”，导致女儿状态越来越差，每次回家都把自己锁
在房间里不肯出来。“后来还是班主任主动联系我，告知我
女儿总是一个人哭泣，让我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我才发
现女儿已经抑郁了。”李女士说，她十分自责，想用自己
的经历提醒家长们，即便是成年人，突然离开家独
自生活都会有无助、不安的感觉，对于孩子们，
应该多一些理解，多一些安慰。

家长适当引导 八成孩子能克服“寄宿焦虑”

数据22
超过俩月还无法适应的
建议给孩子转成走读

提醒33

孩子第一次住校
引发的家庭矛盾不少

事件11

电话：15927562205

本期导读
国庆节来临，

本刊特推出“欢度
国庆”主题报道，详
见 04 版~07 版，
敬请关注。祝您十
一长假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