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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新东方培训学校

郑州联大外国语学校

郑州陈中数理化培训学校

上海第三方教育·红旗数学

郑州蓝博教育·张清波英语

郑州大山外国语学校

郑州睿源外语培训学校

光华鼎力教育集团郑州培训中心

郑州独树培训学校

郑州锐林辅导学校

郑州国华高考补习学校

郑州流碧高考补习学校

郑州3Q外语培训中心

美途国际文化学校

郑州丁老师文化培训学校

郑州市冯特职业培训学校

北大青鸟郑州志远计算机职业培训学校

摩托罗拉工程学院河南授权培训中心

汇众教育郑州游戏校区

郑州教育对外交流服务中心

河南电大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华源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农大一鸣出国留学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腾达出国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河南中安留学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仁华数学培训学校

郑州新概念外语培训学校

郑大名师辅导学校

超脑力国际训练机构河南总部

郑州新世纪高考补习学校

河南建业外国语中学

孔老师艺术生文化课补习学校

清华园高考教育

列奥纳多·国际·美术教育

郑州卓尔高考文化课补习中心

郑州澍清医学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

郑州布瑞达理工职业学院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

郑州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郑州交通技师学院

河南华源教育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郑州国际工商专修学院

天星教育网

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从人性最深处来讲，
每个孩子最维护、最爱、最愿意讨好的就是自
己的父母。据此分析，孩子每次考不好最担
心的也应该是父母的责备。“面对成绩一时受
挫的孩子，家长持何种态度更有利于子女成
长，这是很明了的事情，可惜的是很多家长并
没有很好地做到这一点。”

王萍建议考生家长，首先要给孩子情感
上的支持：告诉孩子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实的
支持者，明确传递出“爱不会因为分数高低而
改变”的信息；其次，要从心理技巧上入手，想

尽办法适当帮孩子减压。比如从观念上引
导，要经常对孩子说分数并不能决定命运。
带孩子一起运动、看书、听音乐，选择孩子喜
欢的方式来排解压力等；再者，要想办法帮孩
子找到好的学习方法：如在平时学习中，要引
导孩子养成建立纠错本的习惯、告诉孩子复
习时要抓主干，把主要知识串起来，知识框架
清晰了，应考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另外还要
安排好作息时间，保持充足睡眠，不能搞疲劳
战术。必要时，要请专业老师对孩子进行适
当辅导。

当然，对于考前仍丝毫不上心的孩子，家
长也要告诉他（她）：“人的一生紧要处只有几
步，中考、高考对其未来发展尤为重要。”王萍
说，对孩子来说，压力过大或过小都不是最佳
状态，适度有些压力能够帮助孩子提高学习
效率。

此外，她认为，饮食营养、考前心理等问
题，也都应该引起家长重视。“临考这一年，家
长有些困惑是正常的，但孩子的路最终要靠
他（她）自己走！只有以正确的方法和心理来
面对，家长才能与孩子共同成长！”

家有考生 更要会爱爱
作为初三、高三学生的家长，在孩子临考这一年经常会面临这样那样的

困惑。为了更好地帮助家长答疑解惑、寻找方法，记者日前专门走访了河南
省青少年研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郑州大学国家心理咨询师培训中心首
席讲师王萍。

王萍老师长期从事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研究，具有很强的理论功底和
实操经验。以下是她对初三、高三学生家长提出的一些指导性建议。

晚报记者 郑学春 实习生 毛玺玺

提到家有考生这个话题，王萍开门见
山、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她说：“作为初
三、高三学生的家长，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
非常重要，而多数学生家长对此把握不准。
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谁是成长的主体？到
底是家长还是孩子？答案其实应该很明确：
家长应该是支持者而非主宰者，是协助者而
非控制者。”

王萍认为，只有找到家庭教育的根本出
发点，才能有针对性地去教育孩子、帮助孩
子。否则，出发点错了就会引起一系列问
题。“家有考生的家长就更应该注意到这一
点，只有搞清家长定位才能解决后续问题。”

在孩子临考这一年，家长是否要陪孩子
写作业、陪孩子复习？甚至丢下工作专门来
做孩子的“坚强后盾”？对此，王萍说：“这个
问题不能一概而论，要把这种二元定位问题
灵活化，跳出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因为陪
孩子的目的是为了不陪，陪孩子学习或复习
是为了让其养成好的学习习惯。如果孩子
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就完全没有必要再陪
孩子这样复习，丢下工作专门陪考更是一种
很愚蠢的做法。家长要去掉‘替代性’心理，
才能真正有效地帮助孩子备考。”

找准角色定位后，还要分清哪些问题是
孩子的问题，哪些是家长的问题。对于后者，
家长的困惑多出现在情绪问题上。俗话说：

“语言比行动快十倍。”情绪具有极强的感染
力，家长面对孩子备考往往会产生担心、紧
张、焦虑甚至恐惧的心理，这在无形中给孩子
造成更大压力。家长首先应该改变这种心理
要以正常的、积极的心态去面对。

其实，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孩子的。而一

项调查数据则显示，很多学习成绩不太好、内
心封闭的孩子在接受心理辅导时最终都会说
出一个问题：“爸爸妈妈不爱我。”一边是天下
最无私的母爱（包括父爱），一边却感受不到
这种爱，这是因为很多家长“不一定会爱您的
孩子”。

对此，王老师举了一个例子——有些住
校的孩子平时与父母接触不多，只有在每周
一次接送孩子的过程中，父母才有机会与孩

子进行沟通。父母经常说“这周末就要考试，
不要再贪玩了”、“时间不多了，要赶快抓紧时
间复习”这类的话，还是说“孩子，妈妈相信
你，只要你尽最大努力就好了，分数高低都不
影响妈妈对你的爱”。显然，后者更能让孩子
感觉到父母的爱。“临考这一年，家长更应该
懂得把爱传递给孩子，让孩子保持良好的心
理状态，孩子才有可能给家长带来意想不到
的惊喜！”

“孩子初三了，但学习成绩还是上不去，
这可该怎么办？”面对家长这样的焦虑，王萍
老师给出了一个“尖锐”的反问：“家长到底是
要分数还是要孩子健康成长？”

当然，既要分数又要孩子健康成长是
最好的状态，但不少家长在二者的取舍上
还是会倾向于分数。殊不知，这种心态的
流露很容易从心理上创伤了孩子。比如说
孩子考了 79分，家长是应该看到了孩子通

过努力、取得了 79分的收获？还是紧紧盯
住孩子失掉的 21 分？这个问题会表明你
到底是一个接受型家长还是不接受型家
长。初三、高三的孩子在紧要关头，更需要
接受型家长的呵护。因为接受型家长教育
出来的孩子是阳光、积极、上进、有受挫能
力的，而不接受型家长教育出来的孩子很
容易走极端：要么是唯唯诺诺、胆小、没有
创新、自卑，要么就是具有攻击性、非常自

我、冲动、蔑视社会规范等。
王萍说，家长一定要把眼光放长远，

因为父母的终极目标应该是让孩子健康
成长，而不是一味地为了让孩子取得一
时的高分。要让孩子在是试错中“体验
式”成长：孩子洗碗要允许孩子把碗打
碎，想要孩子取得高分就要允许孩子有
不断进步的过程或接受孩子平时考试的
暂时落后。

“爱孩子，要有爱孩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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