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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健康·关注 B03

新闻附件

求医问药，对百姓来说，是绕不
开的事情、说不完的话题。因此，为
了更好地给大家服务，我们将开设
《为了健康》栏目，如果您在医疗健康
上遇到什么问题，有什么看法，都可
以与我们联系，我们也会邀请相关专
家加盟，提供权威信息，我们的记者
也将对各类信息进行整理、反馈。为
了健康，让我们一起努力。

电话：0371-67655036
67655039

有关专家提醒父母，儿童多
动与多动症是有区别的

“多动症”不一定会多动

儿童多动症男孩多于女孩
多动症是指儿童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

的、明显的注意力不集中、活动过多、任性
冲动和学习困难等主要特征的一组综合
征，是颇常见的儿童行为问题。由于病因
尚不清楚，所以临床表现多样。多动症一
般在6岁前起病，患病者男孩多于女孩，诊
断主要依据老师及父母提供的病史、临床
表现形式和心理测验结果。

“有的孩子‘不动’也是多动症。”据郑
州防空兵医院儿保科专家巫光华介绍，多
动症的核心问题是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是
次要的，即使没有身体多动的外在表现，只
要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长期而明显，也应
注意是否有多动症的可能。这种“不动”的
多动症特别具有隐蔽性，往往不被家长们
发现。

同时，专家提醒，如果孩子患有多动症
却又没有得到正确诊断和合理治疗，将来
孩子还会产生厌学等问题，所以需要早期
识别与防治。

儿童多动症五大因素导致
引起多动症的原因很多，概括起来主

要有五个：
1.精神发育受损或成熟延迟。此类儿

童行为较幼稚，动作笨拙，协调性差。孩子
的母亲在孕期或围产期时并发症较多。

2.遗传、素质因素。许多多动症儿童
的父母小时候也多动；不少母亲反映患儿
在胎儿期就好动，出生后好哭，入睡困难，
进食不好，难以照顾。

3.生物化学及代谢因素。经大量研
究证实，多动症儿童中枢单胺类受体（一
种神经介质起传递大脑信息的作用，是与
精神活动密切相关的化学物质）更新较
慢；也有研究发现，维生素缺乏或某些食
物添加剂或色素所致的代谢紊乱与儿童
多动行为有关。

4.金属元素中毒。
5.社会、家庭、心理因素。不良的社

会环境、破裂的家庭、父母性格不良、意外
精神刺激等都易导致儿童注意力不集中、
多动。

儿童多动症九种表现形式
1.需要安静的场合，他却难以安静，常

动个不停。
2.容易兴奋和冲动。
3.注意力难以集中，极易转移。
4.做事常有始无终。
5.话多，好插话或喧闹，常干扰其他儿

童的活动。
6.难以遵守集体活动的秩序或纪律。
7.情绪不稳，提出的要求必须立即得

到满足，否则就会产生情绪反应。
8.学习成绩差，但不是由智力障碍

引起。
9.动作较笨拙，精细运动技能差。
专家认为，多动症的诊断是个综合判

断的过程。孩子的心理活动与成人明显不
同，偶尔出现以上某种现象是很普通的。
因此，如果发现孩子多动，应请相关医生进
一步诊断。

晚报记者 董亚飞 张玉韩

心理专家 “幼儿园大班的孩子进入小学
读一年级，这两个教育阶段的承接即为幼小衔
接。此阶段是儿童身心发展的一次重大转折，
对孩子来说也是一次考验。”郑州华夏心理学校
二级心理咨询师郝敬红说，在幼儿园以游戏为
主要活动，入学后就要以学习为主要内容，加之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新的老师和伙伴都需要孩
子去熟悉、适应，能否顺利地度过这个重要的转
折时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入学前的准备。

为使孩子顺利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专家
认为应从物质上、非物质方面（身体和心理）做
好准备。物质上的准备指家长要给孩子买好必
要的学习用具，像书包、铅笔盒等，这方面很容
易做，但建议家长给孩子买的时候注重简单实
用即可，一些花俏的学习用品反而会影响孩子
上课，让孩子上课不能集中注意力。

而非物质准备远比物质准备重要，准备到位
了，孩子才能健康开始求学路。记者了解到，每
年小学新生入学都会碰到一系列因适应不了环
境变化而引起的情绪不良反应，如哭闹不肯上
学、胆小自闭不和他人交往、自私自利没有集体
观念等。因此非物质方面的准备极为关键，过好
这一关，对孩子一年级的学习乃至整个小学阶段
的学习都是有益的。非物质准备包括培养孩子

上学意识，独立生活能力（多鼓励他们自己的事
情自己做）以及学习方面的准备（知识上的准备）
和培养孩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多注意学习
兴趣的培养。同时，专家提醒，如果孩子入学后
开始不适应，家长也不要着急，从幼儿园的娱乐
为主的教学模式到小学的高要求高标准势必有
一个学习适应的过程，最重要的是方式方法要
有耐心，给孩子时间，因为成长是一个过程。

儿保专家 “孩子们的身体也要准备好。要
保证孩子充足的营养和休息，防止疾病影响他们
身心健康；要求孩子积极锻炼身体，增强体质。”
郑州人民医院（原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儿保专
家李令说。鉴于小学生大部分时间是上课，课间
休息和游戏时间短，课后又有作业，增加了孩子
的紧张度，加快了生活节奏，为使他们较快地适
应小学紧张的生活节奏，家长要培养孩子在家的
作息时间与学校的作息制度保持一致，以免因不
适应而损害健康。此外，父母还要教育孩子保护
自己的感觉器官，尤其是眼（视力）和耳（听力），
注意安全，让孩子懂得并遵守交通规则等。

“入学前应带孩子到医院做一次体格检查，
了解孩子生长发育的状况是否符合各项指标的
要求，是否有疾病感染，如有必要立即抓紧治
疗，以保证孩子健康入学。”专家说。

开学前准备 新生头等大事
专家指导家长帮助孩子快乐去上学

开学对每一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个新起
点。在国外，学校和家庭都想方设法为学生们
创造一个快乐而又有意义的开学氛围，使新学
期有一个好的开端，家长们不妨借鉴。

德国 在德国每年开学第一天，家长都要
为新入学的孩子准备一个纸喇叭筒。等孩子
正式成为学生后，才允许孩子将喇叭筒打开，

除糖果外，喇叭筒里还有彩笔、卷笔刀、小玩具
等。当然，总是有那么一些孩子等不到分班那
一天，早早就揭开了喇叭筒的秘密。

日本 9月 1日在日本是个非同寻常的日
子。这天不仅是学校新学期开始的第一天，也
是全国“防灾日”，安排儿童“避难”是开学的重
要一环。

心理专家 郑州华夏心理学校二级心理咨
询师史慧说，对初入幼儿园的宝宝来说最重要的
是父母先做好孩子心理方面的准备工作。具体来
说，有以下几方面：首先，家长不要在宝宝面前作
消极的心理暗示。有的家长在送孩子入园前，经
常会对孩子说“不听话送你到幼儿园，让老师好好
管管你”之类的话，其实这样的言语让孩子在意识
中会认为幼儿园就是惩罚自己的地方，所以，孩子
入园前就会对幼儿园产生抵触心理。正确的做法
是，家长应在孩子入园前多说些鼓励性质的话，比
如有的家长告诉孩子：“宝宝这几天真乖，我们过
两天到幼儿园去”，或者告诉孩子“幼儿园里也有
许多小朋友，老师给你们讲故事，大家一起做游
戏，可好玩了。我们去找他们玩好不好啊。”等等
这样的话语对孩子有很积极的影响。

其次，建议家长在孩子入园前，先带着他到
所就读的幼儿园附近散步活动，如果可以，最好
到园中的活动场地进行玩耍，甚至可以利用幼
儿园的漂亮设施和玩具对孩子加以正面引导，
让孩子对即将到来的全新生活充满渴望。这样
在孩子正式入园时，就会减少对新环境的陌生
感和不适应感。

第三，家长应信任幼儿园的教育，以缓解孩
子焦虑的情绪。孩子刚到幼儿园一定会经历一
段不适应期，大多数孩子见到陌生人和陌生环
境，通常会不适应，但是反应出来的行为可能会
相差很大。有的孩子大哭大闹，情绪激动，有些
孩子则显得异常安静。对于情绪激动的孩子，
老师和家长会格外重视，及时地去满足他们的
要求。但对于异常安静的孩子，家长和老师往

往会忽略，以为孩子“很听话”。其实，这样的
“乖”孩子，往往也是不适应陌生环境的，只是他
们知道“即使哭闹，爸爸妈妈还是会送自己上幼
儿园”，所以就停止了“反抗”，但心里还是不开
心，因此老师和家长对于异常安静的孩子也要
格外关注。同时，家长要相信老师，在孩子面前
表现出对幼儿园的喜欢，这样孩子也会慢慢接
受幼儿园及老师。另外，家长还应让孩子主动
与不同的人接触，和别人多沟通，以更快地适应
和熟悉新的生活学习环境。

儿保专家 “每年开学后不久，就会有一
些家长带着宝宝来就诊，其多数因为宝宝在幼儿
园不睡午觉、吃不下饭、易生病。”郑州人民医院
（原郑州市第五人民医院）儿保专家李令说。宝
宝睡觉时防范意识特别强，尤其是换了陌生的环
境，没有家长在身边哄着，睡前特别容易哭闹。
另外，由于幼儿园的饭菜和家里的口味有所差
别，而且取消了喂养方式，导致宝宝刚进幼儿园
往往吃得很少，甚至不吃。这在开始阶段是很正
常的。所以，需要爸爸妈妈在宝宝入园前，有意
识地培养宝宝按时睡觉、独立进餐、正确盥洗等
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这样可保证宝宝在园内
吃好、睡好，促进他们健康成长。

而宝宝在幼儿园接触的小朋友多了，环境
复杂了，接触各种病原体的机会也就多了，患病
的次数就会相应增多。但是宝宝的身体对各种
接触到的病原体也会产生抗体，所以他的抗病
能力也会逐渐增强。

同时，家长需要注意，入托前要将该打的预
防针打完，特别是水痘疫苗和腮腺炎疫苗。

从家进入幼儿园，是宝宝迈向社会的第一步。可宝宝初入园对家长来说难免会有这
样或那样的担心和顾虑，那么，作为父母应该作好哪些准备？宝宝在入园之初会有哪些不
适应的状况？让我们看看专家怎么说。

对孩子来说，背起书包意味着踏上学习生涯的起点；而对其父母而言，如何从幼儿园
时代的“育子”转向今后的“教子”，也是个全新的挑战。“好的开始等于成功的一半”，但从
幼儿园到小学，孩子的生活方式、活动范围、人际交往等方面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没有
经验的爸爸妈妈该如何帮助孩子迈好这一步呢？

幼、小衔接——身心发展的重大转折

国外学生开学第一天怎么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