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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一：迷恋游戏，对学习不感兴趣
家长杨女士说：“我是小学老师，却教不好自己的儿子。”杨女士的儿子今年上初二，原来成绩一直不错，但现在却迷恋电脑游戏，对学习

越来越没兴趣。她曾经苦口婆心给儿子讲道理，但儿子却不仅不听，反而对她越来越疏远。
“杨女士虽然是名教师，却并不懂得怎样去引导孩子。当妈妈的天天像念经一样地在儿子面前说教，孩子会感到很厌烦的。”李国喜提醒

杨女士，在与孩子沟通时，应该学会“旁敲侧击”而不是简单说教。“做家长的首先应该学会自己编故事，教育孩子应该寓教于乐，应该首先让
孩子接纳你。”

原因二：不满老师，主科成绩猛下滑
张老伯看到孙子最近成绩下降感到着急，于是打电话到本报《名师面对面》栏目，寻求帮助。
据张老伯反映，孙子正在念小学六年级，学习成绩在班上向来都是中上，但近来有一门主科成绩忽然下滑得很厉害。他听孙子说，上那

门课的老师每天40分钟的上课时间，至少15分钟都在骂人，还有5分钟在自己宣泄。所以孙子对那门课很不感兴趣。
“孩子表面上是对那门课不感兴趣，实际上是对那位老师的行为不满。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表面上问题在孩子身上，其实往往是在家

长、老师身上。”李国喜表示，家长一方面应该加强与亲子沟通，让孩子把内心的不满都说出来，并引导孩子正确面对；另一方面也可以与学校
进行沟通。

原因三：孩子脾气大变 原是“类青春期”作怪
李先生的儿子今年11岁，他发现，孩子最近的成绩越来越下滑，孩子上课时注意力也不集中。与此同时，李先生还发现儿子的脾气也变

得焦躁。对于儿子的异常表现，李先生显得很困惑。
马一平在详细了解情况后认为，李先生儿子的一系列“异常表现”其实是一种“类青春期”心理反应。“由于现在不少青少年发育较早，有

的孩子11岁~12岁生理就开始产生变化，而心理上也会随之出现”类青春期“心理反应。家长们往往只关注孩子的成绩，这类青春期加速现象
却并没有引起家长的关注。”马一平建议，学校和家长应该重视对小学生的青春期教育，让他们了解自己的生理变化，并教会他们怎样来适
应。“家长应该首先关注孩子的身体，其次是品德，然后才是学习。因为学习差点还可以补回来，而前两者一旦形成则很难纠正。”

原因四：临近大考 心理压力过大
最近学校的摸底考试刚刚结束，家长郝先生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有些下降，就很着急。于是就很严厉地责骂孩子学习不用功，孩子很伤

心大哭了一场。
课业负担过重造成的压力，已经成为未成年人产生情绪焦虑、忧虑的重要因素。孩子的学习成绩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家庭环境、人

际关系、敏感的性格因素等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学习。孩子的情绪越不稳定，心理压力会越大，考试时成绩就越容易不理想。对此，马一平建
议，家长不要再给孩子施加压力，及时帮助孩子调整情绪、缓解心理压力才是当务之急。

大面积考察，重点选择
一旦孩子进入小升初的轨道，各种选择

题就摆在家长的面前。选择民办学校还是等
待划片分配？选择个别公办学校的特色班还
是进民办学校的普通班？种种问题迷了家长
的眼。

对此，郑州晨钟（陈中）教育集团的董事长
陈中认为，小升初择校主要是看家长对孩子的
期望为何，家长要对备选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
业绩、办学特色、师资力量、办学条件等进行综
合对比。然后从孩子本身的实际出发，从备选
的众多学校中选择两所参加对方安排的综合素
质测评。

“这样做的好处是，在不低估任何一所学
校的前提下，家长先对本市各类中学公办或民
办(含民办公助)学校现状有个总体的印象和
了解，做到心中有数。”陈中说，重点选择的做
法避免了孩子忙着赶“择校大集”，家家都递

“拜山帖”，弄得孩子身心俱疲，不能正常发
挥。而在精力充沛的前提下参加两所学校的
择校测评，增加了被一所自己心仪的目标学校
录取的可能性。

倚重名气，不如着眼细节
如何考察学校？郑州大山教育集团副校长

郑学春提醒家长，考察学校不能只看学校名气，
不顾校园风气。校风是一个学校办学多年的文
化积淀，好的校风能够营造良好的育人环境和
学习风气。校风纯正，有利于孩子心理发展和
学业提升。

“考察校风，家长不妨从学校管理细节入
手。”郑学春说，这是判断一个学校校风最简单
的办法。从某种角度看，一所学校管理细节的
考量，从学校传达室的管理、厕所的清洁、校园
的环境、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管理、学生社团活
动、学科特色课程设置等方面可以看出学校的
管理是否严谨、规范到位。

“比如家长到学校门口，每天放学时就站在
那里‘道听途说’，几天后就能知道这个学校校
风大概怎样。”郑学春给家长出主意说，家长还
可以透过学校的操场围栏，看看孩子如何上体
育课，从学校对体育课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学
校办学思想是否端正，是否关心孩子的身心健
康和发展;家长可从询问对学习暂时落后学生
的帮扶措施，看一个学校是否贯彻了面向全体

学生的教育要求，学校对于一些学有余力学生
是否有特别指定的教学计划或培养方案，可以
看出学校是否因材施教，让学生各得其所。

横向比较，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选个好学校太难了，虽然现在民办学校的

升学率也比较高，尤其是以前名校开办的分校，
但是价格太‘辣手’了，而且每个好的民办初中
都有几千个学生投简历，而且要通过要求较高
的入学测试。”谢女士不仅为孩子报考了风扬中
学，又向郑州中学和晨钟全日制班投了孩子的
简历。

“现在的民办学校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兴
起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贵族学校，一类是由重
点中学办的分校，现在都转成了民办学校，这
样的学校拥有很强的师资力量，而且有名校的
教育理念，还有一类就是近两年兴起的由培训
机构建立的全日制学校。”陈中告诉记者，民

办初中现在开始受家长们的欢迎，除了其对应
试教育尤其重视外，还因为有些民办初中与本
市重点高中的高中部是直接挂钩的，有推优的
名额。

陈中坦言，虽然公办初中的硬件设施要比
民办好，老师也要比民办初中的外聘老师更有
经验，但是由于政策原因，公办初中的教学进度
必须按照规定，与民办完全自主、走应试教育路

线的教学相比，学生的成绩自然悬殊。

“不过，民办学校也是有准入条件的。”据陈

中透露，今年晨钟教育集团的全日制初中部计

划招生 100多名，现在已经有几千人报名。“生

源是办学的根本，因此一些民办名校办学质量

高，关键不全在老师。学校固然重要，但是老师

更加重要，再好的学校也有不太负责任的老师，

再普通的学校也有很负责的老师。所以，家长

不必眼睛只盯着名校，选择适合学生的学校才
是最恰当的做法。”

“眼看着快中考了，孩子成绩却在下降，怎么办？”“现在，孩子一听我给他讲道理，就躲进自己的屋里，关
上门不理我。”……5月14日，面对家长们反映的“孩子厌学、成绩下降”等考前问题，郑州九中副校长李国喜
和该校的教务主任马一平指出，厌学往往只是孩子心理问题的表面现象，其背后隐藏的原因不尽相同，而家
长们不要只看成绩单，要缓解孩子的心理压力，给予孩子真正的关注。 晚报记者 雷群芳

征集话题

“名师面对面”邀您来参与
为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的疑虑，

帮助孩子克服成长过程中遇到的学习
和青春期心理等难题，构建一个健康和
谐的家庭及成长环境与氛围。我们将
邀请社会上的知名教育专家、心理专家
和一线名师，为家长答疑解惑。

邀请名师、专家 如果你是教育
界人士、心理专家，或学校的老师，在
教育方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能给其
他人以启迪，并想让大家分享你的观
点与方法，请联系我们，也许下期你就
是我们的嘉宾。

征集话题 如果你是家长，在孩
子的教育方面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
想从专家那里得到能让孩子接受的方
法技巧，请告诉困扰你的问题；如果你
是学生，在学习或其他方面遇到难以
解决的问题或成长的烦恼，请告诉我
们。我们每周将选出最有代表性问
题，请专家或名师剖析答疑。

畅谈看法 我们将提前预告讨论
话题。如果读者感兴趣，请把教育方面
的好点子发给我们，我们将择优刊登。

下期话题

家长如何帮助孩子摆脱中考前苦
闷自卑心理

三种参与方式
a.信箱：hdzw2009@163.com
b.QQ：158719909
c.电话：67655016

家长不必只盯着名家长不必只盯着名校校 选择适合孩子的最重要选择适合孩子的最重要

小升初小升初 多给孩子一份话语权多给孩子一份话语权
“周六到新东方培训语文、数学，周日到联大上英语课，早上8点以前就

要到校，下午要完成课后作业。”近日，随着气温的逐日提升，本市民办初中
“小升初”“掐尖”招生也日渐升温。像本市某小学6年级朱浩这样的大批小
学生，正奔走于各培训机构，备战“小升初”选拔考试。

对于“小升初”如何择校？专家建议，家长需要理性考虑，慎重选择，多
听听孩子的想法。 晚报记者 雷群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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