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该上初中了，上
什么样的学校？万一孩子
对新初一学习、生活不适
应咋办？数学、英语等科
目有没有高效学习法？

6 月 19 日上午，郑州
晚报《第一教育》、大山教
育中学生部,将共同主办

“2010 年新初一衔接教育
名师与家长见面会”，特
邀省内名师陈老师为新
初一学生、家长带来精彩
一课。另外，到场的家长
和学生还将获得精美礼品
一份。

晚报记者 唐善普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
尾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
尾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
份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订
报款61倍或8倍的大奖和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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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初一不适应 家长担心后果很严重
周六与名师面对面，看问题能否迎刃而解

小升初如何适应成了家长心病

放暑假了，孩子轻松了，但家长们好像一点
儿也放松不下来。每年都会有很多家长为孩子
操心：学习不适应，学习方法不对，生活能否自
理，在新环境中能不能与新同学相处和睦？孩
子想家了咋办？这些焦心的话题及事实，无时
无刻不牵挂着家长的心。

“新初一不适应 后果当然很严重。”也许陈
老师的这种观点更让家长担忧。

不用怕，本周六，我们将邀名师就这些问
题，让你与名师面对面，提出你的问题，说出你
的担心，所有的一切，将会在名师的指导下迎刃
而解。

八成学生娃不适应“新初一”

据一项调查表明，由于学习环境、教学要求
以及自身心理、生理发生变化，约占80%的孩子
一时难以适应中学生活。主要表现为科目增
多、学习时间长、考试压力增大；教学要求改变，
学习难度增加；不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人际关
系；受青春期发育影响，学习专注力水平下降
等。

针对以上问题的出现，新初一衔接教育日
益受到学生家长的重视，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
也在每年的暑期里推出各种各样的心理辅导、
学习衔接过渡等见面会，目的就是能解开家长
和学生心中的这一个“结”。

据了解，大山等机构往年推出的新初一衔
接教育公益讲座，因为准备充分，见解独到、实
用性强而深受好评。

这堂课让你的孩子“抢”胜一步

“其实很多家长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孩子不适应初中学习的危机，但
总是苦于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大山教育中学部的王老师告诉记者。

在王老师看来，郑州晚报《第一教育》、大山教育中学生部，联合主办
的“2010年新初一衔接教育名师与家长见面会”，就如同给学生家长送来
的一场“及时雨”，帮助家长指点迷津、找到方法。

“孩子未进校门却可以先胜一筹，这比听其他的任何一堂课都更划算、
更有意义。”王老师说，这也体现了郑州晚报作为一个主流媒体的责任意识。

据悉，由于受场地和座位的限制，本次新初一学生与家长见面会，主
办方仅提供160张门票。

自即日起，家长或学生可通过晚报教育热线（67655022），或大山教
育政七街校区（63311999），提前预约领取。名额有限，领完即止。

中学名师为学生家长支招

为了满足今年新初一学生及其家长的迫切愿望，由郑州晚报《第一教
育》、大山教育中学生部主办的“2010年新初一衔接教育名师与家长见面
会”，将于6月19日上午9时，在大河商务酒店多功能厅举行。

据悉，主办单位将特邀中学数学学科带头人、原重点中学高级教师、
中国数学学会委员陈老师担纲主讲。

陈老师毕业于某重点大学数学系、研究生学历，原省中考命题组成
员。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中学教学一线，曾多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论文，
所带学生屡创中考佳绩。

大山教育中学部的王老师告诉记者，初中生学习与小学阶段学习完
全不同。“陈老师这次在见面会上，将通过重点剖析初中数学教育现状，详
解新初一学生的心理适应特点，找到问题并列出应对方法；指导家长调整
教育方法；帮助学生创立数学思维，指点高效学习方法，从而帮助孩子实
现从小学到初中的完美过渡”。

见面会地点：郑州市红旗路与政七街
交叉口东北角大河商务酒店多功能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