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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到了，很多家长陷入开学担心状态。为什么

呢？因为孩子报到的第一天，发现班里换了不少老师，而在

大部分家长心里，总认为新老师没有原来的老师好。所以家

长就开始担心了：孩子不适应新老师怎么办？新老师没有老

教师有经验怎么办？孩子不喜欢新老师怎么办？…… 小编

整理一些观点供家长参考。 □江亚萍/整理

1.学校为什么要换老师?
换老师可能有这几个原因：有老师升职换岗位的，有辞职

的，有休产假的等。也就是说：换老师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

了，我们也没有多少选择。那我们家长着急、担心是不是一点

用都没有？如果我们有这样负面的情绪会不会给孩子带来消

极的影响呢？因为对于孩子来说是没有概念的，他们也不会

刻意地去和原来的老师比较，但我们家长会不断地在孩子面

前问：换了老师适应吗？和以前的老师比，哪个老师更好？一

旦孩子说不太适应新老师的教学，我们立刻就有了担心。

如果家长不断地在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焦虑，会不会影

响孩子适应新老师的节奏，并且把自己的担心传给孩子？这

样真的对孩子好吗？是您不喜欢换老师还是孩子不喜欢

呢？您怎么就那么肯定换了老师一定是坏事呢？当然换老

师也有不好的地方：孩子需要适应一段时间，因为不同的老

师不同的教法。那既然我们别无选择，与其担心，为什么不

转念想想换老师的好处呢？

2.换老师有什么好处?
每个老师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优势，不同的老师带给孩子

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知识视野和思维习惯。孩子会感觉有新

鲜感、有期盼，他们会在新老师面前表现得更积极、更上进。

因为他们也希望尽快让新老师喜欢上他们。

下面有几个小建议，仅供家长参考：
如果孩子回家说换了老师，你要祝贺他，告诉他又多了

一位喜欢他的老师了。让孩子高兴接受，并且鼓励他在课堂

上多发言、多表现。如果孩子回来反映新老师不如原来的老

师好的时候，家长要开导孩子：我们知道你喜欢原来的老师，

也知道换了新老师你不适应，但不同

的老师有不同的特点，我们一起来看

看现在的新老师有哪些不同的特点。

家长切记
给孩子树立新老师的形象，确立新老

师在孩子心中的地位。并让孩子知道，对不同

风格的老师都要适应。适应能力对孩子今后

的成长也至关重要。积极与新老师沟通，家长

一定要找时间主动地、心平气和地与新老师沟

通。先表示感谢，然后让老师知道孩子在哪些

方面不适应。如果家长您真的这样和老师推心置腹地去沟

通，新老师一定会感激您，他会对您的孩子更用心。因为这个

时候新老师最需要的是理解和认可。所以亲爱的家长朋友

们，放下您的担心，欣然接受换老师的事实，和孩子一起尽快

地适应新老师、适应新学期。 □ 来源：《现代教育报》

新学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对刚进入小学的小

学生来说。现整理相关资讯，助益成长。 □ 江亚萍/整理

1. 良好的坐姿、写姿
这是孩子最易养成，也是家长后悔指数最高的习惯。

当孩子早早戴上近视眼镜的时候，当孩子高年级了，写字还

是又慢又难看的时候，别怨小编没提醒哦。

一尺一寸一拳头。一尺，眼睛要离课本一尺（33 厘

米）。一寸，握笔手指离笔尖约一寸（3.33 厘米）。一拳头，

看书写字时胸口离书桌一拳头。

2.认真倾听的习惯
认真听老师讲课。只有课堂跟上老师的思路，才能扎

实地理解学习内容。

认真倾听同学发言，能够学到更多不同的方法。也能从

别人的错误中，发现自己的问题，加深对学习内容的理解。

怎样培养孩子认真倾听的习惯？孩子专注地倾听某一

件事情时，尽量不要打断他。经常打断孩子，容易造成孩子

注意力分散、多动。

3.敢于表达的习惯
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声音响亮流利。敢于对不同的

观点提出质疑。多给孩子表达的机会，不管孩子说得好坏，

都不要打击孩子。树立孩子表达的自信心，让孩子感受到

表达的乐趣。

4.自己整理用品的习惯
引导帮助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培养孩子的独立能

力。写完作业后自己收拾好学习用品，装进书包，整理好书

桌。睡觉之前放好衣物。家长避免包办和催促，欣赏和鼓

励是最好的法宝。

5.认真的作业习惯
要养成孩子作业及时、认真完成的习惯。姿势端正，字

迹工整，一气呵成。避免边写边玩，或者中间又吃又喝。只

有一心一意做事情，才能做好。

6.早睡早起的习惯
上课打盹是一年级孩子很普遍的现象。早上孩子赖床

不起的原因，主要是因

为睡眠不足。孩子晚

上睡得早，早上才能够

起得早。

幼儿园的时候孩

子 有 午 休 ，上 小 学

后，按时午休能很好地帮助孩子补充睡眠。

家长辅导建议
一、加强孩子学习习惯的培养

如果孩子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家长在孩子以后

的学习中将少操心，同时，孩子也将在以后的学习中终身

受益，所以，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孩子学习习惯的培养。

回家后，要先做作业。写作业时要认真、仔细，书写

工整、美观。完成了作业要准备好明天的学习用具，包括

削好铅笔，把各科的作业放在各科书中，收拾好书包等。

最好能看一会儿课外书后再去玩。晚上九点半以前必须

上床睡觉。

作业格式训练也是学习习惯培养的一方面。要利用数

学练习本让学生练习写数和写算式。

学习习惯的另一方面就是作业的按时完成，一年级书

面作业较少，但一些实践性的活动作业和读一读、说一说、

算一算的口头作业还是有的。要注意提醒孩子认真完成

好。特别在开学的最初三个月，家长最好每天抽些时间听

孩子说一说，看孩子做做实践操作，以逐步培养孩子良好的

作业习惯。

二、加强孩子学习的辅导
大部分低年级的孩子注意力集中时间十分短，上课时

老师讲的知识就有可能听漏，如果家长每天辅导一会儿孩

子的学习，孩子就会觉得学习十分轻松，就会对学习更有兴

趣。家长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对孩子进行辅导：

1.拼音

对于一年级的孩子来说，拼音的拼和声调（特别是二声

和四声容易混淆）。家长辅导孩子的拼音可以从读、听写、

默写等方面着手。

刚开始时只读语文书和老师布置的作业；拼音快学完

时，可以买一些带拼音的课外书让孩子读。这样，孩子不光

巩固了拼音，而且还提前预习了字，同时还拓宽了孩子的知

识面。

听写拼音时，家长先把声母和韵母都念出来，等孩子对

拼音比较熟悉时就可以不念出来了。默写主要是默写整个

声母、韵母、整体认读音节。默写时，不能写漏、写错，连顺

序和格式都不能错。

2.字词

每课的生字都要听写，一单元学习完了要听写一单元

的生字，一本书学习完后要听写整本书的生字。前两个单

元，因为认识的字少，所以可以只听写生字，后面的单元就

必须把生字放在词语中听写。

在学习了拼音后，每次听写都必须带上拼音。最重要的

是听写完后，家长必须仔细检查字和

拼音写对没有，如果有错，家长就必须给孩子重新听写。

3.作业的检查

孩子把所有作业写完后，家长要检查一遍，看一看写对

了吗？书写工整吗？如果有错，就及时改正；如果书写差，

就叫孩子重写。

4.预习

良好的课前预习习惯，可以使孩子学习容易不少。

安全教育
一、上下学途中安全

过马路注意红绿灯，红灯停、绿灯行，过马路走人行横

道。不在公路上玩耍和追跑打闹。由家长送的孩子一定要

听家长的话，不乱跑。上学放学径直回家，不要在路上逗

留、玩耍，也不要私自到同学家，家长要注意不要随便让别

人家的孩子去自己家。

不要私自接收陌生人的食物；遇到打架、车祸等人多的

地方，不要去凑热闹。

二、学校安全
不能在教室里、楼道上、操场上推拉、追逐、打闹。体育

器械只能在老师的指导下使用，不能私自跑去玩。除老师

要求带部分用具到学校外，平时像小刀、刨笔刀、剪刀、鞭

炮、玩具枪等危险物都不能带到学校。其他的玻璃珠、溜溜

球、纸卡等也不要带来。使用铅笔时也要注意，不要拿着铅

笔和同学嬉戏，也不要拿到嘴里去。

三、食品卫生安全
早餐一定要吃，还要尽量安排合理，最好在家里吃，这

样既安全又营养。不要在外面买不卫生的零食，家长可以

买一些水果在家里。每天的水可以在家里带来，学校也供

应了开水。千万不要喝生水和那些不卫生的饮料，也不要

喝可乐之类含激素多的饮料。

世界什么都在变，唯有数学是永恒的。当数学遇

上古诗词，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江亚萍/整理

一字诗：

《题秋江独钓图》

唐·王士祯

一蓑一笠一扁舟，一丈丝纶一寸钩。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一字诗，顾名思义就是在诗中出现许多“一”字，

所以同类项就是“一”字。“一”字笔画最少，可是经诗

人巧妙安排，能化平淡为神奇。这样的诗多采用白描

手法，使读者代入感极强。

杂数诗：

《百鸟归巢图》

宋·伦文叙

归来一只复一只，三四五六七八只。

凤凰何少鸟何多，啄尽人间千石食。

杂数诗是诗歌的一种体栽。有以数字为题目的，有以

数字嵌入诗句的，类似文字游戏。这篇诗的题目为什么是

“百鸟”呢？诗中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两个“一”、“三”个

“四”、“五”个“六”、“七”个“八”的和就是一百。（1＋1＋3×

4＋5×6＋7×8＝100），这个规律你找到了吗？

数字隐藏诗：

《断肠迷》

宋·朱淑真

下楼来，金钱卜落；问苍天，人在何方？

恨王孙，一直去了；詈冤家，言去难留。

悔当初，吾错失口，有上交无下交。

皂白何须问？分开不用刀，

从今莫把仇人靠，千种相思一撇销。

朱淑真这首作品每句作为“拆字格”修辞的谜面，

谜底恰好是“一、二、三……十”这十个数字。

数字诗：

《山村咏怀》

宋·邵雍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数字诗是将数字嵌入诗中，与其他词语组合，全诗

融为一个整体。通俗易懂，仿若画面就在眼前一般。

《闺怨》

清·黄焕中

百尺楼台万丈溪，云书八九寄辽西。

忽闻二月双飞雁，最恨三更一唱鸡。

五六归期空望断，七千离恨竟未齐。

半生四顾孤鸿影，十载悲随杜鹃啼。

这一首的数扩充了量级，更加复杂了。

□ 来源：《教育周报》

“检查作业”现在已成为家长们每天必须要做的工

作。很多家长都认为检查作业只是简单地看一下，看有

没有做完，有没有做正确。其实对于“检查作业”还是有

很多学问的，正确的检查方式可以改变孩子的学习习惯，

间接地提高学习成绩。

□江亚萍/整理

A.不要盯着孩子写作业
有的家长喜欢盯着孩子做作业，一旦发现有问题，或

字写错、写歪了，一边帮着孩子涂擦，一边批评、埋怨、责怪

孩子：“怎么搞的，又做错了，总是改不掉。”“说过多少遍，

就是记不住，气死人了!”其实孩子在这种紧张、焦虑的氛围

中，学习的兴趣和能量之门很难打开。这个时候，家长再

怎么说教，他是听不进去的，也是改不过来的。建议做法

是，首先过问一下有多少家庭作业，然后叫孩子自己去做，

我们轻手轻脚地做自己的事，不轻易打扰孩子，等他做完

了再按以下方法检查：

1.孩子低年级时，重点检查字迹是否写端正

做完作业时发现有不正确的地方，首先不要指出具体

错误之处，而是说出大体范围，如：“做得不错，但这个题有

些不对的地方，你再看看。”或者在有问题的地方画上—个

小圆圈，让孩子自已找出不正确的地方改之。若孩子找出

来了，就及时称赞和鼓励。

2.孩子读高年级以后，重点检查孩子做题的思路

算式的列法是否正确，而计算的结果一般不检查，由

孩子自己确认。这样就能培养孩子对自己负责任、认真仔

细的学习品质。

B.如何培养孩子专心写作业的习惯
有许多家长反映，说孩子写作业不专心、爱拖拉，只几

道题目也要做好半天，问怎么办？建议您：

1.利用“限时鼓励法”来纠正

首先了解一下孩子的作业量，心里估计一个完成的

时间，然后征询孩子，如：“语文 40 分钟能做完吗？数学

30 分钟能做完吗？如果在规定时间做完，就奖励一个你

喜欢的东西或带你到××地方去玩。”通常情况下，孩子

会乐意接受的。若发现孩子写作业时有不专心做的表

现，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让他动一动好了，毕竟家里是一

个歇息的地方，比学校要自由得多。如果孩子注意力太

不集中，有拖拉行为，大人可在旁提醒下，如：“已经做了

15 分钟了，加油!”

2.利用“中途安抚法”来纠正

这个方法还是以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如当发现孩子

做作业拖拉，家长感到必须制止时，可以走到孩子身边，用

手抚摸他的头，说：“是不是遇到了难题，做不下去了，要不

要妈妈帮你一下？”这样首先把孩子的注意力拉回到学习

上。通常情况下，孩子会说没有难题，这时大人要表现出

一种平静的神情：“你很聪明，马上会做完的，妈妈等着你

好吗？”

这种方法，实际上首先是中止了孩子拖拉的行为，然

后使孩子明白：大人在关注他，希望他快一点完成作业。

越是责骂、数落孩子，越会加重他的坏习惯。

3.利用“直接要求法”来纠正

如果上述两种方法都不管用，那么只能用“直接要求

法”来纠正。这种方法就是，事先了解一下孩子的作业量，

然后直接提出完成的时间，如：“今天的语文作业不算多，

用 20 分钟完全可以做完，数学稍微多一点，用 35 分钟做

完。如果在规定时间没完成，到了时间，爸爸（妈妈）便会

收起你的作业，装在书包里，不能在家继续做了。老师发

现你的作业没做完，会处罚你的，由此而产生的责任完全

由你自己承担。当然，你觉得时间不够，现在可以提出来，

我们再商定完成时间。”

当然，大人说到就要做到，在执行这一规定时，情绪要

平静，不能发火。要让孩子明白：大人说话是算数的，不是

闹着玩的。

C.如何点拨孩子做习题
有的孩子确实需要家长点拨那些不会做的习题或“爬

坡”难题，家长作出相应的辅导和点拔，是必要也是必须

的。只是在辅导、点拨时要讲究技巧，其方法是：

1.让孩子反复读题

许多题目并不难，只是孩子缺乏耐心阅读原题，往往

只看了一遍，就感到不会做，很难，这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

示。如果大人总是迁就孩子这种消极心理，立即告诉他如

何做，甚至将算式都列好了，就会使孩子养成遇到问题不

想思考，依赖他人解决的坏习惯。

正确的方法是：“你很聪明，妈妈相信你，只要多读几

遍原题，你会做得出来的。”当孩子做出来以后，大人要高

兴地称赞：“我说你很聪明吧，只要仔细一读题，就会做

了。”这时，孩子也一定会高兴起来。孩子不会做的题，大

人坚持让他“再读一遍”“再读一遍”……不轻易告诉他，这

种鼓励式的读题法是能够“逼”出孩子主动学习的兴趣，从

而获得自信。

2.用例题作辅导

对于孩子经过思考实在不会做的题目，大人也不要直

接告诉原题的解法，最好的方法是根据原题，编一个相似

的例题，与孩子一起分析、讨论，弄懂弄通例题，再让孩子

去做原题。由于弄懂了例题，孩子多半会做原题，如果仍

然不会做原题，那么应再回到例题的讨论与计算上。经过

几个来回，只要家长耐心引导，孩子一定会做原题。这种

做法，虽然大人要麻烦一些，但能够训练孩子举一反三的

迁移能力。否则，孩子总是处在就题解题的被动思维定式

中，很难建立学习的思维迁移模式。

3.只讲关键点

当然，孩子逐渐大了以后，许多爬坡题家长也无能为

力，需要请家教辅导，那么还是建议家长要求家教按上述

方法去辅导孩子，不要一来就直接告诉孩子怎么列算式，

怎么做题。如果是这样，看起来孩子的难题解决了，但思

路总打不开。 □ 来源：《教育周报》

小学一年级新生必读！ 还为检查孩子作业生气？看这里！

新学期，孩子换了老师怎么办？□家长必读

□趣学习 当古诗词碰上数学，真是太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