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巧借同步辅导班和辅
导教材“打基础”

在接受采访时，他们都提到了学生可以通
过适当的辅导班和辅导教材，为新学科的学习
打基础的建议。

龚秋生建议学生和家长可以选取针对性强
的教辅。选择时分析新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对
症下药”，如基础知识薄弱可选以基础知识为主
的教辅，阅读上存在漏洞的可选以阅读见长的
教辅。另外，周周练这样的综合型教辅也不错。

陈中认为，现在市场上的辅导班十分注重细
化，学生可巧借同步辅导班打好基础。老师会依
据学生的情况从心理到学习态度，从基础到方
法，分析孩子的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增强孩
子的自信心最为关键，其次是提高学习的主动
性。这样才能战胜对新学期新学科的恐惧感。”

初一、高一的新生担心在新学科学习时“掉队”

新生学新科目 最好有颗“好奇心”
做好预习、及时解决不懂的地方、巧借同步辅导班和教辅“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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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开学快一个月了，仍有许多初一和高一的新生，感觉到与此前相比，学科多、课程知识量大、讲课进度快，有些
跟不上节奏，许多学习和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学生着急家长也很着急，害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学习。那么，对于这
些新生，究竟如何做才能尽快适应新学期，学好新科目，跟上学习进度呢？ 记者 唐善普

家长担心孩子在新
学期“掉队”

“孩子小学时成绩很不错，小升初考了个
不错的学校，但开学一周后，我发现孩子整天
愁眉苦脸的。经常喊累，有时候还发脾气。
仔细一问，原来孩子说初一的科目比小学增
加了好多，而且老师讲课的方式和平时学习
节奏也加快了，孩子学习很吃力。这是在小
学时没有的现象，我非常担心孩子跟不上‘掉
队’了。”这是一位初一的学生家长刘浩（化
名）的苦恼。

18日上午，记者在心理及家庭教育高级
咨询师路应杰那里了解到，开学后，像这位初
一学生家长的苦恼有许多，大多是初一和高
一学生和家长的。

对此，路应杰分析，这个学生的情况不是
个案，刚升入初一和高一的孩子，都会出现程
度不同的不适应现象。家长要及时沟通，想
法帮助孩子调整状态和学习方法，做好衔接
让孩子迅速适应新学期。如果学生在心理、
学习等方面调整不到位，很容易造成学习跟
不上而“掉队”，造成成绩下滑。

陈中数理化学校校长陈中在谈到这个问
题时认为，造成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是学习方
法不正确造成的。

比如新生预习新科目不到位，听课就跟
不上，笔记记得不详细，有问题又因为跟老师
不是太熟悉，不能及时问老师，导致适应不了
新课程的学习。长此下去会导致心理受挫，
失去信心，最终造成厌学。

他提醒新生，要做好预习，课下及时解决听

不懂的地方，当天解决当天的学习问题，确保
第二天的课不受影响，很快跟上和适应老师。

“对于新生来说，新学期开学不久就要面
临第一次月考，这次考试很重要：不仅是检验
孩子的学习成效。同时，其成绩将决定孩子能
否成为班主任及各任课老师重点的关注对象，
这对孩子今后的学习和冲刺名校非常重要。”
陈中认为，孩子一定要尽快改变不适应感，跟
上学习进度，不让成绩大幅下滑。

“要用‘好奇心’的心态来学习新科目。”
在联大教育集团中学部教学主管龚秋生看
来，特别是初中生，尤其在化学或物理学科，
不是学生学不会，而是愿不愿学。老师首先
要引导学生对这门科充满好奇心，然后培养
学生对学科的兴趣和成就感。

他进一步分析说，通过学科知识中与日
常生活相关联的知识点，逐步培养学生通过

好奇心学会探究方法和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
力，激发学习潜能，主动学习新科目。

“对学生来说，学习不仅仅是成绩上的简
单提高，更是学习一种思维能力、判断能力的
过程，这需要潜移默化的培养。”龚秋生建议
有这种情况的学生不要着急，要明白这是正
常现象，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在快乐中学
习，真正做到在“学习”中掌握“知识”。

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为我所用

用“好奇”的心态来学新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