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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体育老师，又是班主任的厦大附中教师朱晴，倡
导学生学习要劳逸结合。开学第一周，他常组织班级学
生进行了主题团建活动，让孩子们收心回归校园。“新学
期同学们一般开始难以收心、无法进入学习状态，让学生
在班级团建过程中放开玩，结束时，也强调新学期新学业
新任务，督促学生收心回归课堂，建立起结束假期，投入
新学期的仪式感，希望学生们能劳逸结合，尽快收心，回
归学校的集体生活。”朱晴说道。

开学后，朱晴也通过组织班会，让班级学生谈谈假期自
我“内卷”的学习经历。“主要让学生自己主动谈谈假期的学
习内容。通过同学们畅谈暑期学习经历，互相激励，形成督
促彼此学习的驱动力。”在朱晴看来，开学初，协助学生制定
学习目标尤为重要。他创新了“师生有约”的“一对一”面谈
方式，根据上学期表现和期末成绩以及结合上学期制定目
标的完成情况，对每一位学生进行分析总结，为新生量身定
制本学期的目标。他也强调，要帮助“后进生”找回自信，

“对后进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要求，让他们在自己
的能力范围内找到自信，提高学习积极性”。

“因为是体育老师当班主任，在学生学习的很多方面都
难以给予专业指导。如果只是简单鼓励学生好好学习，显
然是不够的。”朱晴也总结出一套个人的教学方案。他常常
会融入学生人群中，和学生一起上课、做题、背诵，“我要用
行动告诉他们，老师跟你们一起在努力，有时在班级，我也
会问学生一些问题，让他们成为‘小老师’给我讲解，这让他
们特别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陈慧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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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助学生制定学习目标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作

为班主任，我总会在开学初点对点帮
学生做好规划，培养他们的学习兴
趣、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漳州第一
外国语学校高一（3）班班主任郭琼介
绍，通过对未来理想的规划培养学生
的学习兴趣，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你长大后想干什么呢？”“你的人
生理想是什么呢？”当老师用亲切的态
度与学生们交流这些问题，能让学生
自己产生思考，这样有利于学生身心
健康发展。在进行充分交流后，对学
生的未来人生的规划，再做一些有建
设性的指导，这样可以帮助学生提高
学习兴趣。比如有的学生希望长大后
当一名科学家，那么就要学生明白想
要当一名科学家，现在就要为未来的
规划打基础，认真学习各门学科才行。

“很多学生不喜欢学习，觉得学
习没什么用，认为所学和自己没多大
关系，所以就会产生厌学情绪。”郭琼
认为，老师可以试着把课本知识和学
生感兴趣的事物建立起某种联系，就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专注于学习。

“比如，有的男同学喜欢汽车，我就收
集各种各样的汽车外观、动力和性能

的素材，与他们进行切磋。汽车是怎
么前进的、怎么实现自动驾驶的？为
什么有的汽车会有那么好的操纵感，
有的会安全性能极高？再比如，有的
女生喜欢写作和阅读小说，我就引导
她们思考，怎么样才能写出有文采的
句子？怎么样才能用简短准确的句
子把情绪准确表达出来？”郭琼说，她
会结合当前时事热点，在每节课前用
几分钟时间让学生探讨，发表自己的
观点，激发政治学科学习兴趣并提高
学生独立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郭
琼认为，通过这样精准的有的放矢地
交谈，可以很快拉近与学生的距离，
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郭琼建议，可以引导学生们多问
几个为什么，用“过程怎样”和“实际
作用是什么”三个问题模式来学习。

“事实上，学好基础知识就像打地基，
地基打好了，再引导学生举一反三。”
郭琼说，针对某一个知识点用上述三
个问题模式进行提问，以问题为导向
进行探索，让学生“知其然也知其所
以然”，能引发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从
而提高学习效率。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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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做好职业规划

教育家叶圣陶老先生说：“教育就是养
成良好的习惯。”为帮助一年级新生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尽快地适应小学的学习生
活，做好幼小衔接，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龙文分校做了细致的统筹安排，组织优秀班
主任精心编写了一年级新生幼小衔接训练
周活动内容。

开学第一周，该校没有急于上新课，而是
从习惯入手，统一布置，统一内容，从坐姿、站
姿、课堂习惯、课间活动、集会礼仪、放学路队
等方面对全体一年级新生进行全方位体验式
习惯养成专项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品
质和行为习惯，做一个文明守纪的好学生。

除此之外，老师也会根据不同学生进行
不同的关爱与引导。“我就是很想动，我知道
这样不对……”在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龙文分校的教师办公室里，一个男孩子向
老师“坦白”着自己的困惑与烦恼。这个刚
成为小学生的孩子，上课时特别喜欢在教
室走动，并且喜欢碰一碰同学的后背，给同
学取外号，俨然一个“淘气包”。蔡雅芸老
师没有当众批评这位同学，而是循循善诱：

“你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不对并勇敢地
承认，蔡老师要表扬你，说明你是一个勇于
承认错误的孩子。你知道自己不好的地
方，那你知道怎么改吗？”蔡老师对小男孩
说，“当你坐不住的时候，你就看看蔡老师，
想想蔡老师跟你说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
好的。”在蔡老师的耐心引导下，经过短短
一周的时间，原来的“小淘气”已经可以在
上课时乖乖坐在椅子上。

“一年级的老师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和爱
心，需要多多用爱感化孩子，让孩子感受到你
对他的爱，我想就没有什么是解决不了的。”
蔡老师说，一年级新生因踏入一个新的阶
段，面对陌生的环境，多少都会有点不适应，
甚至会有点恐惧心理，为了消除孩子的焦
虑，更好地过渡到小学生活，学校在一开学
就制定了一年级的行为养成规范方案。在
蔡老师看来，一年级最重要的就是基本的行
为习惯养成，一开始做好了，接下去的教学
一定会更加顺畅。因此，要多下功夫，做好幼
小衔接，让孩子能够更快地适应一年级生活。

⊙本报记者 邹美玲

如何让一年级新生更好地适应小学生
活？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龙文分校的蔡
雅芸老师给出了专业解答。

熟悉新环境。来到新集体，首先要让
孩子有主人翁的意识，认识教学楼，认识自
己的班级，让孩子知道以后就要在这里学
习了。可以让孩子们进行自我介绍，大胆
展示自己，认识老师、认识新同学，重新结
交好朋友。老师可以告诉孩子，在学校里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老师，老师会帮你解
决。让孩子觉得老师是值得信赖的，慢慢
放松不焦虑。同时，帮助孩子建立自理能
力，如学会收拾书包、书包挂桌边等，也能
帮助孩子快速适应新环境。

建立好班风。一年级的孩子就像一
张白纸，你要让它变得多姿多彩，那就要

让他们养成规范的行为，这也是建立良好班
风的第一步。为了让孩子们不松散，老师可
先让孩子学会听铃声，做好课前准备，教会他
们师生问好方式，以及上课的坐姿、站姿、举
手回答的注意事项、如何读书等等，好的习惯
就是成功的一半，有了一个好的开头，孩子们
就能快速融入新的班集体，统一步调。

奖励机制巧设置。一年级的孩子，最
喜欢的就是奖励，一颗星星、一个大拇指的
棒棒贴纸，他们都可以高兴半天。课堂上，
老师可多注意每一位孩子，及时发现孩子
的闪光点，一旦发现哪个同学有做得好的
地方，绝对不吝啬表扬。低年级的孩子一
定要多表扬，越表扬孩子一定会越棒，做得
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整理

教 师 经 验 谈 三招做好幼小衔接

读者：孩子初中报名，需要哪些
材料？

漳州市教育局回复：芗城区六
个街道办事处户籍的学生，需要携
带户口本原件及复印件，并根据学
校发放的登记表，填写相关内容。
如果是芗城区六个街道办事处辖区
公办小学毕业的随迁子女的话，需
携带居住证、社保、房产证等相关证
件原件及复印件，并根据学校发放
的登记表，填写相关内容，具体以当
年的招生文件为准。此外，各县区
的学生，需询问当地教育主管部门
相关科室。

读者：孩子户口在老家河北，家
长居住证已经办下来五年了，孩子
学籍在江滨小学，能不能参加初中
摇号？

漳州市教育局回复：此学生的
情况属于随迁子女，目前芗城区六
个街道办事处辖区公办小学毕业的
随迁子女入学按照积分入学政策，
符合积分入学条件的，可申请参加
积分入学。

读者：学生现在已上小学，当时
父母无房，学生跟母亲及外祖父一
个户口，上了外祖父房产学区的学
校。现在学生父亲想在漳州高新区
买房（学生不迁户口），到时上初中
会不会影响孩子以六大片区学籍参
与一中摇号以及直升片区初中，会
不会被要求上高新区的初中？

漳州市教育局回复：今年这种情
况，学生还是能以六个街道的户籍参
加一中摇号或者多校划片摇号。

读者：外来人口转学到芗城，需
要哪些材料？

漳州市教育局回复：由芗城区
教育局按随迁子女入学政策安排到
接收随迁子女的学校就读，详情咨
询芗城区教育局。

读者：我家孩子回家后，跟我说
自己不喜欢班上的老师，这时我该
如何跟孩子沟通？

龙溪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李娴妮
老师回复：根据孩子们不同的年龄
段，分别谈一谈。

小学低、中年级家长可以这样
做。首先，孩子说不喜欢老师，背后
的心理其实是觉得老师不喜欢自
己。家长朋友可以在和孩子聊天讲
学校事情的时候，多倾听了解，问清
楚原因，注意正面引导，多说学校老
师正面的话。挖掘孩子话里的细枝
末节，分析老师这样做是关注他、喜
欢他的表现。有时候甚至可以虚拟
一些话，比如说老师今天给我发信
息，表扬你今天上课认真听讲、作业
质量高等，课上没顾得上表扬你，特
地发信息给妈妈夸你呢。这些让孩
子很温暖的话，对于心理敏感的孩
子作用很大。

还有一些就是孩子对自己弱势
学科的老师会有抵触。对于这种心
理的孩子，作为家长一定加油帮孩
子把弱势学科补上来，让他在这个
学科老师面前腰杆硬起来。其实很
多的老师更关注学习弱势的孩子，
更愿意帮助他。

小学高年级家长可以这样做。
对于这个阶段的孩子，已经有了一
定的辨识能力，如果孩子说不喜欢
某位老师，家长朋友不用想去改变，
只要引导一下就好了。第一，告诉
孩子到学校的目的是什么。在学校
是为了学习，而不是为了和某位老
师置气。心里要明白，情绪决不能
影响自己的学习态度。即使遇到教
学能力相对较弱的老师，和学生的
水平比起来，那也是强得多的。第
二，当孩子犟，老师也确实不给力的
时候，也要安抚孩子。任何一位老
师都是你学习生涯中的过客，都是
对你的历练。自身成长内因为主，
一个优秀的老师都不会陪你太久，
我们只需要努力成长。

厦门双十中学漳州校区林常青
老师回复：作为家长，听到孩子说不

喜欢班上的老师，请先不要急着反驳
或者责骂孩子，家长反而需要认真倾
听孩子，并对他们表示理解，在这基
础上再跟孩子做进一步的沟通。具
体怎么做，可以试试以下步骤：

一、倾听和理解。家长首先要
让孩子感受到家长愿意了解他们的
想法和感受，并且鼓励他们表达对
老师的看法，无论是教学风格、教学
内容还是与老师的互动等。先让孩
子自由地表达观点，不要过早地给
出评价或建议。

二、探讨具体原因。家长可以
询问“是不喜欢所有老师，还是个别
老师”，并进一步了解不喜欢的具体
原因。通过深入了解具体原因，家
长可以更好地指导孩子如何适应或
改变现状。

三、引导客观分析。在孩子表
达对老师的不满时，家长可以鼓励
他们从多个角度看问题。家长可以
帮助孩子看到老师的优点和长处，
并提醒他们尊重老师的辛勤工作和
付出，帮助孩子全面客观地看待老
师和他们的教学。

四、建立积极的应对策略。家
长可以与孩子一起探讨如何处理这
个问题，比如鼓励孩子在课堂上积
极参与、私下与老师主动交流等，鼓
励孩子以积极的态度面对问题。并
且也要让孩子感受到家长始终在他
们身边支持他们，并愿意与老师保
持沟通。如果情况严重或孩子面临
困难，家长可以考虑与老师进行私
下沟通，但要避免指责老师，沟通应
以解决问题和改善关系为目标。

五、始终保持理解和耐心。家
长一定要始终对孩子保持理解和耐
心，每个孩子和老师之间都可能存在
磨合期。家长持续地关注孩子的情
感需求并提供支持，可以帮助他们建
立良好的师生关系，而这也将对他们
的学习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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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邹美玲 文/图）
9月15日下午，东铺头中心小学携手
芗城交警大队、东铺头街道办事处开
展以“文明守法 从‘头’做起”为主
题的交通安全宣传教育系列活动。

当日下午，芗城交警为市东铺
头中心小学师生带来交通安全视频

《头盔，戴与不戴真的不一样》，用
真实的案例告诉大家正确佩戴头盔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陈衍芬警官为
大家讲解要佩戴什么样的头盔才真
正能起到保护作用，并在现场手把
手指导同学如何正确佩戴头盔。

由芗城交警大队和东铺头中心
小学共同设置的共享头盔也于当日
正式启用。芗城交警大队警官就本
次共享头盔守护安全活动的目的和
意义进行现场宣传教育，重点强调
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由交
警、学校共同发力，来发挥“校园共
享头盔”示范作用，让广大学生家
长转变理念，在骑乘电动车出行
时，不仅自己要佩戴好头盔，也要主
动自觉为孩子戴上头盔，戴合格头
盔，平安出行。

仪式结束后，陈衍芬警官和师
生们一起参观了“我为家人赢 3C头
盔”交通安全绘画、征文作品展。
画展作品主题鲜明、色彩明丽。征
文感情真切自然，展现了丰富的交

通安全知识。陈警官和师生们驻足
欣赏，互相交流。陈警官还针对展
览作品中的交通安全知识进一步对
学生们讲解。学生们认真倾听，交
通安全知识更加牢记于心。

戴上头盔让安全更入脑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范舒婷 郑锡鹏 谢威 文/图）日前，
芗城实验小学公园校区进行海绵化
校园改造提升建设，并在今年秋季
学期开学前基本完工。在全面提升

校园水安全保障系数的同时，进一
步提升了校园景观，为全校师生提
供了更加怡人的学习生活环境。

据悉，此次芗城实验小学公园
校区海绵化校园提升改造主要针

对校园不透水硬化、热岛效应强、
不利于学生日常户外活动等方面
进行升级改造，将校园设计理念和
先进的海绵城市科技元素相融合，
采用透水混凝土对校园原有的部
分硬质铺装进行改造，新建下凹绿
地及雨水花园等。同时，学校对地
下水管、操场跑道等也进行了提
升，实现了雨水净化、回用及景观
功能，优化了校园与周边雨水系统
的衔接，实现雨水资源化利用。

新学期校园的新变化让师生们
惊艳，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好的学习
休憩环境。“下雨天，在操场上蹦蹦
跳跳，却不会滑倒，太神奇了。”芗城
实验小学公园校区学生庄荔雯说
道。芗城实验小学公园校区学生黄
楷淳说：“这学期，我们的学校变得
更漂亮了，操场在下雨天也不会有
积水，这让我对海绵城市的建设理
念充满了好奇。”

铺上“海绵”让校园会“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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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

孩子不喜欢任课老师，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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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不会成为一个合
格的小学生”“如何让孩子

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新学
年，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衔接

如何顺利度过成了不少老师家长
关注的问题。开学头一个月，衔
接年段的孩子在学校都学了什
么？老师又用什么样的方
法帮助孩子度过衔接？
本期记者深入部分学
校进行了采访。

核心提示核心提示

蔡雅芸指导学生正确书写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摄

陈衍芬警官与学生一起参观交通安全绘画、征文作品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