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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症一 与新老师不“合拍”
去年“小升初”，刘先生通过择校把女儿送到优质初中就读，但女儿认为初一数

学老师过于严厉，不如小学老师和蔼亲切。“由于初中科目增加、知识难度提高，一些
适应能力稍差的学生会产生恐惧心理。”担任初一班主任的刘璐这样说。

刘璐建议：家长要让孩子知道上初中有新的规则，还要与初一老师多沟通，采取
“监督+鼓励”的做法，与老师一起商量正确的教育方法。

病症二 多门学科不适应
初一孩子由小学的语文、数学，一下猛增到中学的语文、数学、英语、地理、历史、

政治六门主科，并且这六门课都纳入中考成绩，这样孩子容易失去协调与控制能
力。郑州七中一位初一班主任李娜说：“很多孩子初一成绩明显下滑成为转型的一
个现象。家长应该从学习环境、人际关系、学习目标、学习方法、行为习惯等方面对
孩子进行细致的教育，使孩子尽快适应新的学习生活。”

刘璐建议：注意引导并督促检查孩子的学习。包括课前预习、课堂听课做笔记
不懂就问、课后复习当天知识并完成作业。其中预习—听课—复习—作业四个环节
要完整，教育孩子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病症三 时常有孤独感
“我仍然跟小学的好朋友经常来往，彼此联系很密切。”在五十一中上学的李雪

说，下课了，她总爱找自己的小学同学玩。
小学都是班主任独当一面的看管式、家长式管理，而初中是教师集体管理加上

学生自主管理，被无微不至关心惯了的同学，进入初中，突然会觉得“无依无靠”。初
一班主任王雁认为，习惯了班主任一个人管理的同学，如今面对着七八位任课老师、
领导和学生会、班委会的集体管理，或许会感到有点不适应。

王雁建议：初一新生要与同学建立新友情，有利于情绪稳定，还要善于总结与调
整，要学会不断总结并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从中找到“合拍”与“不合拍”的地方，并
不断调整，这样就会成为一个“会学习的人”，顺利跨过“小升初”这道“坎”也就不再
困难了。

班主任专治各种不适应
初一新生上学一个多月了还不愿与老师、同学交流，对小学老师仍十分

留恋；升入初中后老师管得少，写作业学会了偷懒……教育专家表示，初一
新生面临诸多“衔接通病”，学生必须学会自主学习，尽快适应新环境。

晚报记者 雷群芳

初一
新生调整心态做好定位
从初中进入高中，这个跨越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许多学

生进入新高一后，由于无法适应高中的学习状态，成绩直线下滑，慢慢丧失了学习
兴趣和自信心。为此，记者采访了多年负责高中教学且经验丰富的老师，让他们给
高一新生的高中生活提些建议。 晚报记者 雷群芳

调整心态 重新给自己定位
现在已经上大二的学生郭敏回忆起自己刚上高一时的情景，由于不能很快适应高中

生活，落后的成绩曾让他很沮丧。原郑州一中心理咨询科研中心主任路应杰表示，很多
高一新生在初中时学习相对较优秀，心理上自然就会有一种优越感。但是进入高中后，
每个人成绩都不错，尤其是在一些重点高中，学生尤其出色，有的学生第一次考试后会由
初中时班级前几名跌到高中的中下游，产生失落感。进入高中，新生首要的问题就是要
摆正心态，不管自己曾经有多少光环，都要把过去忘掉，踏踏实实投入到新的高中学习中
来，这才是最为重要的。

承受压力 走好关键第一步
在初中，孩子们总把自己当小朋友看，但高中生毕竟是各个初中拔尖的学生在一起，

郑州十一中老师宋向红说，从初中到高中，知识难度是一个巨大的提升。因此，升入高
一，学生要面对更概括、更抽象、更难于理解的课程学习，面对更激烈的竞争环境，面对更
长的在校时间和更远的往返路程，这都要求新高一的同学要树立起一种学习意识、高考
意识，做好承受压力、忍耐寂寞的心理准备。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于升入高一的新同学来说，走好第一步特别关键。因
此，省实验中学特级教师李功毅说，从进入高中前，家长就要帮孩子树立学习目标。学习目标
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比如高考要达到什么目标，本学期要达到什么目标。

改进方法 注重学习效率
初中的知识比较好理解，学习方式以模仿和记忆为主，而高中则是以理解和应用为

主，学习注重学生的逻辑创造能力，不仅强调对知识表层的理解，还要延伸拓展，发散思
维。所以要求学生有更强的分析、概括、综合、实践能力，将基本概念、原理消化吸收，变
成自己的东西。

具有多年高考辅导实战经验的国师高考团队李老师建议利用暑假选择上预科班也是不
错方式，家长在开学前一周让孩子看看介绍高中学习方法的书籍。“另外，在学习上要改进初
中的学习方法，特别是理科的学习。高中课堂要会听课，还要会听重点和难点。课下不要马
上做作业，要回忆梳理课堂上老师所讲的内容，有针对性地复习，学习效率会提高很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