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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带班级中有这样两个孩子：

一个属于“以自我为中心”类型，一个

属于“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类型，综合

分析这两种孩子，主要由于错误的家

庭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养成了不良的生

活习惯、行为习惯。作为教师，需要针

对孩子存在的问题，对孩子进行教育，

同时，要跟家长沟通，更好地帮助幼儿

改正不良习惯。

家校合力，树立正确养
育观

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大部分家

庭物质生活条件较好，对孩子的生活

和教育也十分重视。家长总想把最好

的都给孩子，但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

出现过度的溺爱孩子的极端行为，始

终将孩子保护在自己的羽翼之下，不

让孩子受到一点困难和挑战，完全以

孩子为中心。

我的班上就有这样一个孩子，自

己喜欢的东西一定要抢过来玩，经常

和其他小朋友抢玩具。一次，因为和

其他小朋友抢积木，直接咬了另外一

个孩子。还有一次，因为抢凳子，导致

小朋友摔倒。孩子说：“我喜欢这个凳

子，我想要它。”我告知他：“每个小朋

友都有自己的凳子，你喜欢其他小朋

友的凳子，可以跟小朋友沟通，问问看

能不能用自己的凳子和他交换，如果

可以，你们相互交换凳子，如果不行，

你应该尊重别人，用自己的凳子。”可

孩子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认为自己

喜欢的东西就一定要拿到手。

此时，我意识到这个孩子在教育

中存在的问题，他的物品归属概念不

清，经过思考和分析，我认为可能是家

庭教育出现了问题。家长对孩子过于

溺爱，导致孩子养成以自我为中心的

性格，这样并不利于孩子成长。我在

对孩子进行教育，告诉孩子什么是分

寸感，让他知道事情是需要靠协商来

解决的，而非一味地强势抢夺。之后，

我联系了家长，告诉家长，过度溺爱不

利于孩子良好性格和行为习惯养成，

帮助家长树立起正确的教育观，

知识培训，提高幼儿独
立能力

在幼儿阶段，多数家长认为孩子

年龄过小，便忽视了对幼儿独立能力

的培养，导致很多幼儿独立能力较差，

过分依赖家长。从小进行独立能力的

培养，有助于幼儿全面健康地成长，能

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今后的生活。

我的班里有这样一个孩子，已经

上中班了，还不会自己上厕所，经常因

为不会脱裤子和提裤子不敢去上厕

所，常常尿裤子。为了改善这种情况，

我走进了孩子家中，开展家访。我跟

家长聊了聊孩子在幼儿园的具体情

况，并了解了孩子在家的情况。通过

沟通，我发现孩子父母工作较忙，平时

是奶奶带的，奶奶为预防孩子尿裤子，

长期帮助孩子脱裤子、提裤子等，孩子

形成了习惯，每次上厕所都要大人帮

忙。大人为了省事全权代劳，导致孩

子已经 5 岁了，生活自理能力还比较

差。

为了让更多的家长重视孩子自理

能力的培养，我组织了一次家长会，让

家长观看关于幼儿独立教育的影片。

影片中展示了各种因为独立能力较差

导致的生活自理能力问题，让家长们

意识到培养幼儿独立能力的重要性。

我还在幼儿与家长之间开展了角色互

换活动，使家长切身感受到环境对一

个人的影响多么重要，并且通过相关

案例，使家长明白家庭环境营造的重

要性，通过多层次教育，帮助家长树立

正确的教育观。

变化是可喜的。通过活动、家访

以及跟家长的多次沟通，给家长渗透

了正确的教育观，让家长明白了“过度

溺爱”是对孩子的另一种伤害，他们开

始改变教育思维，懂得了教会孩子沟

通能力、生活能力能够让孩子更好地

融入到集体生活中。幼儿的问题和行

为也得到了矫正，案例中的两个孩子

如今已经掌握了基础的沟通交流能力

和生活技巧，第一个孩子争抢玩具的

次数逐渐减少，第二个孩子也慢慢学

会了自己上厕所。

教育是长期的过程，作为幼儿教

师，应该善于观察孩子的点点滴滴，并

在点滴生活中寻找教育契机。同时，

要了解孩子的家庭教育情况，及时和

家长沟通，协助家长掌握正确的教育

方式，提升教育质量。

“新学期，面对新的学习内

容，孩子可能会产生新的、不

同的期待，此时，家长可以和

孩子一起设定一个比较容易达

成的新学期小目标，让孩子在

一点一点达成目标的过程中，

体会满满的成就感。”万事开头

难，卢诗雨建议家长尽早设立

一个目标，然后带着孩子一起

去践行。

“说说自己下一年的打算和

规划，是我们家传承下来的例行

活动。在每年一度的家庭会议

中，每一个人都要说说自己来年

的安排和待办事项。今年，孩子

也加入了进来，我们与他一起制

定了 2023 年心愿清单和愿望目

标。”涂灵认为，应该让孩子从小

学会去感受环境的变化，并思考

这些改变与自身的关系，以及

“我”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又

该如何去解决？

对于新学期计划，马云飞

建议家长引导孩子进行“双规

划”。其一，是提前收心，在开

学前一周，尽量避免远途旅

行，避免居住在爷爷奶奶家，

将孩子的学习生活空间相对固

定下来，并对一周内的日程进

行一定的规划，有节奏地调整

之前松散的状态。其二，在开

学后或开学前一天，和孩子面

对面坐下来，认真地谈谈新学

期的学习规划，在哪些方面要

着重努力，在哪些领域希望尝

试和拓展，为即将开始的新学

期绘制蓝图。

“开学之后，孩子大部分时

间都在学校，家长更需要注重高

质量地陪伴。首要的就是多关

心孩子。”马云飞也提醒家长，

“关心”并非事事操心，而是要耐

心、细心，尤其要关注孩子在开

学第一周时的行为表现、情绪状

态。

“有的老师会给孩子布置一

些任务，让孩子回家‘打卡’，家

长便可以通过观察孩子‘打卡’

的情况，结合老师的反馈更进一

步地了解孩子当下的状态，针对

孩子所暴露出的问题及时做出

调整，帮助孩子顺利度过开学适

应期。”马云飞说。

爱的尺度
■ 宜宾市教工幼儿园 张洁

家校携手家校携手，，破解破解““开学综合症开学综合症””
■ 本报记者 马晓冰

“新学期，许多孩子有表现出集中注意
力困难、记忆能力较上学期而言下降、不想
上学、不想完成作业等情况。”成都市温江区
花都小学班主任、语文教师卢诗雨说，这些
都是开学之初，在孩子们身上很常见的表
现。

由假期进入新学期，孩子们或多或少会
产生身心不适应，如今，开学已近一月，孩子
们适应了吗？如何破解“开学综合症”难题，
帮助孩子快速进入新学期的学习状态？3月
4日，在成都市温江区家长学校第一讲“教育
大家谈”环节，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小
学德育、家庭教育教研员马云飞，成都市温
江区花都小学德育副校长范泽洪，花都小学
班主任、语文教师卢诗雨，花都小学专职心
理教师丁嫄及家长代表涂灵从家校协同的
角度，给出了解答与建议。

“新学期刚开始时，作为一

名心理教师，我最明显的感受

是，来咨询的孩子数量增加了很

多。”花都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丁

嫄举例：有一些孩子会在校门口

哭，迟迟不愿意进学校；有的孩

子会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找各种

借口迫切想回家；还有些孩子会

直言作业没写完，格外抗拒假期

的结束及新学期的到来。

当孩子出现“开学综合症”，

就说明学校和家庭要开启“开学

抚慰期”了。花都小学班主任、

语文教师卢诗雨表示，消除孩子

对开学的抵触情绪，要先从心理

方面进行疏导。对于“作业完成

情况”的担心，需要家长提前去

检查和指导，避免出现因欠了作

业的“债”而不敢上学的情形。

除了假期作业，开学对于孩

子而言，更大的挑战在于状态的

转变，从自由、舒适的假期时光，

切换到规律、充实的校园生活，

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惰性”更是

一只“拦路虎”。对此，四川省教

育科学研究院中小学德育、家庭

教育教研员马云飞指出，在生活

状态的切换上，成人尚会出现一

定的畏难情绪，孩子想退缩、有

懈怠是正常现象。家长需要接

受孩子当下的状态，才能帮助

他，和他一起找到更好的状态。

“孩子在开学阶段出现‘不

适应’是很普遍的，只有很少的

一部分孩子能够做到在家里和

在学校完全一样，大部分孩子只

能做到间歇性地自律。”马云飞

就客观情况进行分析，孩子不能

做到“持续性自律”并不代表一

种失败，家长也不必过于焦虑和

纠结。不断地“唠叨”孩子，向他

们输出指示和要求，是孩子最厌

恶的行为，不利于他们情绪状态

的调整。

“学校在这个阶段也可以多

给学生设计一些互动性的课程

活动，让他们有一种‘学校比家

里有意思’的感觉，慢慢地，他们

就会淡化状态转变的不适，把关

注点更多投入在趣味性的探究

中。这就考验老师寓教于乐的

课程设计能力了。”马云飞说。

“营造向往校园生活的氛围，

需要家长和老师的主动引导。”马

云飞认为，孩子是学习的主体，但

他也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和正向的

鼓励，在好的环境创设下，孩子往

往能够更主动、更快速地投入到新

学期的学习生活中。

“孩子刚上小学一年级，很多

事情都是第一次遇到，我们在家中

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帮助他更好地

适应新学期的生活。”花都小学家

长代表涂灵分享了她的经验，“我

会和孩子说，你们班老师可能会很

想念你哦，老师布置的任务你有好

好完成吗？见到老师，你有没有什

么想说的话……这些情境的预设

也是给孩子的“预警”，让他有个心

理准备的同时，想想自己有没有任

务还没有完成。”

这样的方法也得到了老师和

专家的认可，马云飞表示：“勾起孩

子在学校平常的、美好的回忆，家

长可以在聊天中问孩子，喜欢哪些

同学、爱上哪个老师的课、最爱吃

学校食堂的哪个菜等等，让这些美

好的回忆成为孩子的念想。心中

有向往，孩子自然会主动想要迎接

开学。”

关于开学前要做的铺垫，马云

飞 认 为 ，不 仅 要“ 说 ”，还 得 要

“做”。临近开学时，家长可以带着

孩子一起去准备新学期的文具；可

以提前几天，带孩子在校门口转

转，让孩子和阔别已久的校园打打

招呼；也可以在家做学校日程、环

境的复刻，帮助孩子提前融入“开

学氛围”中。

“家庭教育中，有一点我觉得

至关重要，那就是鼓励和爱的输

出。”涂灵说，在运用各种小妙招激

励孩子的基础上，她会在家中给孩

子准备很多小星星、小桃心形状的

贴纸，日常生活中奖励给孩子。在

孩子需要的时候随时为他送上拥

抱，不管遇到什么问题，爸爸妈妈

都和孩子一起用爱的方式来解决。

“爸爸多陪伴，妈妈好情绪，真

正走进孩子的内心，营造一个充满

巧思与爱的氛围，孩子才能健康快

乐地成长，所谓的开学困难也自然

能迎刃而解。”成都市温江区花都

小学德育副校长范泽洪说。

调节情绪
帮孩子消除“开学恐惧”

共创氛围
唤起孩子的“开学向往”

执行“双规划”
顺利度过“开学适应期”

Q：孩子学习能力的提升应该
聚焦哪些方面？

马云飞：在学习过程中孩子

的学习管理能力很重要，它涵盖

了学习能力的各个方面。

家长要帮助孩子树立目标意

识，不是说让孩子立志要做宇航

员、科学家，而是要让他们明白，

成为那样的人需要哪些素养、知

识、能力，需要进入怎样的状态。

学习管理能力就要求孩子自己能

够把大的目标层层剥开细化到每

天的小目标、每一个小计划上。

有计划，接下来就是执行，促

进行动的最好方法是用执行后的

反馈来反向促进下一次执行的发

生，做好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完成

适应的过程、学习的过程。

Q：如何帮助孩子做好心理调
适？

丁嫄：心理问题主要是情绪

问题，需要家长关注到如何去调

节孩子的情绪状态。只有先把孩

子的情绪稳定下来，再去谈道理、

谈学习、谈思考才有意义。

孩子大哭大闹时是无法思考

的，家长可以先抚摸孩子，等孩子

情绪平复下来后，再让他尝试着

说出自己困扰的问题是什么？想

怎么做？如果他说不出来，可以

用写下来的方式，总之，要积极引

导孩子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

保持运动的好习惯和积极的

心理暗示也很重要。保证每天

30—60 分钟的运动时间，是一个

健身又悦心的过程。给孩子正向

期待，孩子也会朝着更好的未来

迈进。

家长还需要降低预期。只有

家长先降低预期，才能看到孩子

身上好的变化，才能不因为孩子

偶尔打破一些预期而焦虑、发火，

从而有一个更温和的家庭环境。

Q：孩子做作业总是难专注，
怎样提升孩子的专注力？

马云飞：第一，不能随便打断

孩子，只要孩子在做有益的事情，

家长要尽可能不去打断。第二，

加强生活化的学习，比如亲子阅

读、相互讨论，这也是培养孩子专

注力的一种方式。第三，提供好

的环境，不要在孩子学习时进行

干扰，要尽可能地营造一个适合

学习的氛围。第四，通过游戏的

方式来培养孩子的专注力，比如

需要静下心来思考的棋类游戏、

益智游戏。第五，孩子在做事情

时，家长需要引导他一次做一件

事情，并以身作则，多任务并行处

理，往往一件事也做不好。

Q：高年级孩子即将进入青春
期、叛逆期，家长应该怎样跟孩子
建立信任，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
青春期？

丁嫄：家长要做的首先是保

持界限感。接受孩子、不冒犯孩

子、尊重孩子的隐私与个人空

间。其次，每一个孩子都期待被

理解，他期待的是，当他能够毫无

顾忌地把所有想法说出来时，能

够得到爸爸妈妈的理解，爸爸妈

妈能够耐心地去听，能够共情他

的感受，并且在他需要的时候给

予一些帮助。

家长在孩子进入青春预备期

时已经可以介入了，比如大方告

诉他们身体和心理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以及情绪可能出现的波

动。提前告知孩子，也能避免孩

子因为好奇而做出一些冒险的举

动。

Q：孩子“屡教不改”，家长应
该怎么办？

卢诗雨：在严格要求孩子前，

家长要先反思自己有没有做好榜

样，如果有，就清楚地展示给孩子

看正确的习惯应该是怎样的，要

让孩子明确你对他的要求及原

因，还有他应该做出的正确行为。

同伴学习也是一个好方法，

可以让孩子去观察他的小伙伴，

对孩子来说，同伴之间的赞美和

欣赏，更具有激励作用，他们会不

自觉地向他欣赏的同伴学习。

另外，家长要让孩子明白，你

与他随时随地都是站在同一战线

的，不要让孩子觉得父母随时都

在指责他。在发现孩子坏习惯的

同时，也要发现孩子的好习惯，孩

子是越夸越好的。在与孩子沟通

时，家长也不应只把怒气、拒绝传

递给孩子，更应该让他感受到爸

爸妈妈希望他变好的那份满满的

爱。

Q：如何通过家校共育来改善
孩子的拖延症？

丁嫄：在小学阶段，很多孩子

都存在拖延的问题。造成拖延的

原因有很多，家长总提出一些很

严厉的要求，或较多的唠叨，孩子

内心会形成一种潜意识的抵抗，

并表现在行为上。此时的心理指

导策略第一是指令清晰，减少唠

叨。第二是态度明确。最后，一

定不能忘记给孩子正向的强化。

除此之外，家长也要反思一

下，自己是不是也有拖延问题，或

者分析一下孩子的行动什么时候

开始变慢的，他的自信心是否受

到打压？这将更有利于拖延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

问答时间 现场，来自温江区各小学的部分家长也提出了他们当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最关心的问题，专家、老师们一一就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

资料图片

现场提问环节，专家、老师们耐心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