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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
“在一般学校的大班教学里，其实都是以老师为中

心，学生很难有主动权。而一对一模式中，又缺乏相互
比对和竞争的学习氛围。”联大外国语学校中高考教研
组主管马俊华说，小班制主要以学生为中心。师生间
互动性强、学生表现机会多。既克服了大班学生多老
师照顾不够的情况，又避免了一对一中一个学生没有
竞争感的现象。

邓老师很赞同小班制。认为这种将学习水平相近
或有类似特点的学生放在一个班，当作有一定共性的
个体进行个性化辅导，既好教，效果又明显。

“在民办学校尤其是校外培训学校，更重视小班化
教学。老师灵活设计教学方案，在课堂上形成教生间、
学生间、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的多向交流。”大山教
育负责人张红军说，小班化教学将是教育发展的一种
趋势。

提醒
最适合上升空间大的学生

一对三、一对五、一对十，或者 15~20人精品班。
依据科目不同或老师讲课方法特征，保持桌椅摆放形
式、小组围坐、游戏、竞赛、讲解等内容与形式的新鲜
感。这是目前郑州市最为普遍的小班制模式。

“小班制收费大约在50~80元每小时，一对一是它
的两到三倍甚至六倍。”马俊华说，小班制在郑州很有
市场。

但马俊华也提醒，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适合小班
化学习。它最适合成绩中等、有较大上升空间的学
生。另外，像学习很努力不见成效、考试成绩不稳定、
课本知识能理解但考试成绩很差等类型的学生，可以
尝试上小班。

参加社会实践，让孩子感受竞争
“有人说‘小升初’是孩子人生跨越的第一道门槛，陪伴他们在心理上平稳度

过，才是最重要的。”河南省实验中学办公室主任王献甫表示，“这个阶段，孩子最
需要家长的陪伴、沟通，心灵上的疏导最重要。尤其是暑假期间，家长可以带孩
子去旅游来放松心情，或是让孩子上一些感兴趣、有意义的培训班开阔眼界。可
是，往往有些家长为了让孩子挤名校，而忘记陪伴孩子。还有，家长可以慢慢告
诉孩子进入中学后将面临的学习压力，但要注意方式方法。这不是在吓唬孩子，
而是要帮助他们学会面对压力、舒缓压力，引导他们变压力为动力，迎着困难勇
敢向上。所以，可以通过一些社会实践活动，让孩子感受到竞争，自己学着去解
决问题。”

学会记笔记 养成好习惯 提高学习效率 锻炼抗压能力

马上小升初，暑假“忙”起来
趁这个暑假打好学习基础

“‘小升初’这个过渡阶段，最让学
生受益的应该是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我们以记笔记为例，小学时，学生
很少有笔记，也不懂得记笔记的好处。
中学阶段完全不同，随着学习难度加
强、老师授课速度加快，面对很多新知
识，学生在课堂上最多只能掌握 70%。
这时，笔记就显得很重要，所谓‘好记性
不如烂笔头’。课下翻看笔记，可以加
强理解、加深记忆，达到温故而知新。”
张峥艳建议，家长们应该在这个暑假着
重提高孩子记笔记的意识。

另外，掌握一套适合自己的高效学
习方法，是备战“小升初”的又一个关键
点。王献甫指出：“从初中开始，更强调
有效学习、系统学习。所以，‘小升初’
的同学们应该趁这个暑假学会高效率
的学习方法，学会梳理脉络、提炼重点、
发现难点。要注意的是，每个人的情况
不同，不要去攀比，而应该寻求适合自
己的一套方法。比如说记单词，有的人
喜欢一遍一遍的背记，有的人喜欢通过
联想、造句来记忆，也有的是几种方法
混着用。不能说谁的方法最好，只能说
谁的方法最合适自己。”

“孩子即将小升初，我们一没门路二没钱，只能
听天由命了。”“就算有钱也没用，连名校的分校都停
办了。”“如今名校的划片范围是越来越小，俺家离八
中还不到5分钟的路，可就是分不进去。”“孩子初中
上不了名校，学习成绩就没有保障，高中更考不上名
校，这上大学是肯定没戏了……”自本报4月12日刊
登《大班额“瘦身”不容易》一文后，读者纷纷来电询
问“小升初”的相关事宜。近日，记者走访了郑州市
教育局、河南省实验中学、郑州八中，相关负责人不
约而同地表示，请不要把升学问题盲目“压”给孩子，
备战小升初，衔接教育是关键，要充分抓住暑期的宝
贵时间，帮助孩子调整心态、充实自我。

晚报记者 王一品

升学政策6月份出台
根据往年的惯例，郑州市教育局将于 6月份公布今年“小升初”的相关政

策。昨日，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也是如此，中招过后，我们将会陆续
成立小升初相关工作小组，及时向大家公布新的政策，并开通咨询热线为家长们
答难解疑。”

当提及今年3月郑州市“初中分校全面停办、改制”一事时，该负责人表示，
随着我市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的推进，初中分校改制不但不会影响“小升初”
及中招，还会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学习空间。

对此，原郑州八中副校长、现八中东校区常务副校长张峥艳说：“由于生源越
来越多，位于经五路上的八中本校区划片区域的确越来越小。再加上各所名校
的分校都改为民办，从表面上看，的确是好学校更难进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
家长们不该因此而片面地认为‘孩子初中成绩不会好，肯定考不上好高中’。就
拿郑州市近期实施的优质教育资源倍增工程来说，让名校充分发挥帮带作用，为
我市提供了更多高质量的教学园地。比如八中东校区（前身是二十三中），从教
师队伍到学生面貌、从硬件设施到软件资源，都得到全面提升。现在的初中课堂
不同于过去，早已不是‘以传为主’，而是‘以生为主’，开句玩笑，可以说‘是学生
的天下’。老师的任务主要是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调动他们的活跃思维。
而学习本身，是要靠孩子自己去努力的。因此，‘小升初’的家长们不要再把目光
集中在‘名校’身上，而应该多留意一下孩子目前最需要什么。”

暑期计划

小班化辅导，“面面俱到”很重要

成绩中不溜，还能蹿一蹿
周日上午8：20，高三学生林宸早早来到某辅导机构。他报的是这里的高考精品辅导

小班。
8：30开始上课。林宸这个班有17名学生。不远的大班教室里，记者粗略地数了数，

超过40人。
这节课是讲评上次的模拟数学试卷。和想象中的不一样，试卷发下后，林宸和同学

不是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上课，老师也不是印象中的站在讲台上讲解。教室里看上去有
点“乱”，有几个学生随意的掂着试卷走动，找着“志同道合”的同学，有几个学生已围在一
起讨论着。老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不时给同学指点，有的同学则围在老师周围，听老师
的讲解。

林宸和其他三个学生开始讨论最后一道综合题。“这道题有两个陷阱，一是……”林
宸的看法得到了其他三人的赞同。但林宸仍没能做对第三问，巧的是其他三人也没做
对。试着用了几种方法，还是没能解出。林宸举起手后才发现老师正在给最后一排的同
学讲解，有几个人在听着。

原来老师正在讲最后一道选择题。“老师说一般这是拦路虎。”做对了的林宸仍认真
的听了一遍。“老师的方法很巧，我的有点笨。”林宸笑着说。

9：13。“谁有问题？”数学老师邓老师问。5个学生举起了手，8个问题涉及6道题。
邓老师让每个学生说出“？”原因。“第一个问题谁来回答？”有9名同学举手。等一个

同学解答后，邓老师问“谁有不同的解法？”又有 3人举起手。最后，这道题有了四种答
法。

9：42。6道题解答完，每人掌握了16种解法。
接着，邓老师分析了试卷的难度，必考点占有率，学生整体掌握的程度，知识点欠缺

的地方，下一步重点复习和掌握的方向等。然后，讲了6道学生刚才问得最多的题，包括
最后压轴题。每道题除了讲两种或三种解法外，还列出了出题者可能变换的题型，讲解
中不时地向同学提问。

10：26。试卷分析完毕。最后，邓老师按辅导进度，就立体几何中点、直线、平面间的
关系，4个公理、8个定理等对17人提出要求：记熟、会证明，会灵活运用，要求结合有一定
难度的题，每人出两道题下次上课时讲解。

10：30。数学课结束。记者发觉：学生的学习激情在两个小时内始终被点燃着，每个
同学被提问至少两次，思维与思维不时“碰撞”。不会的大胆提问，会的详细讲解。

“今天我学到了至少 20种解题法技巧，还记得特清。”林宸说，邓老师平时上课经常
是提醒式有针对性发问，时间大多给学生思考，上课轻松还有效果。

10：40。只报了数学课的林宸离开辅导班。

时下，在郑州市
的教育辅导机构中，
以精品小班化教育为
模式的机构，仍占据
着 大 半 以 上 的 市
场。“小班化教学的
优 势 ，在 于 既 吸 取
了大班模式下学生
互 动 学 习 的 优 点 ，
又以其人数少的优
势兼顾了学生对个
性辅导的需求。”教
育界人士龚秋生表
示 ，这 种 高 质 量 的
教育模式，其独特的
优势和良好的效果
已被西方发达国家
广泛采用。最适合
成绩中等、有较大上
升空间的学生。

晚报记者 唐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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