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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接班，迎接新学年的另一个战场
衔接层次有小升初、初升高等，专家建议孩子不愿意不宜强求

面对众多家长对暑期“衔接班”的追
捧，一线老师李杰提醒家长，衔接不等于
补习，不同阶段，衔接重点不一，家长应
根据孩子的情况选择。

对于幼小阶段的孩子来说，衔接的重
点是增强角色感，养成好习惯。从小学到
初中，学习科目增多、学习内容加强，初中
生除了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外，还要注
意学习方法的转变。高中阶段学科知识

交叉多、综合性强，要求学生要有更强的
分析、概括、综合、实践能力。

“大班教学很难照顾到每个学生，那
些一入学后成绩平平的孩子很容易被老
师忽视。”李杰提醒学生不妨选择一些

“衔接班”提前进行过渡。同时他也提醒
家长，选择“衔接班”一定要尊重孩子意
愿，如果孩子不愿意，不要强迫，以免孩
子产生厌学心理，不利于下学期的学习。

专家
根据情况选择“衔接”重点

衔接教育，叫法不一，前几年有的叫“预习班”、有的叫“快速提分班”等。近年来，随着幼升小、小升初、初升
高学习压力的增大，“预习班”在培训机构增加其他的培训内容后逐步演变为“衔接班”。更有业内人士把
衔接教育比喻为接力赛跑，起跑、接棒、冲刺，各个环节都很关键。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挑选衔接班，不妨到下面几
家培训机构看看

陈中数理化：
新初一到新高三，各个年级均有。

大山外语：
新初一到新高三，各个年级均有。

联大外语：
新初一到新高三，各个年级均有。

独树教育：
新初一到新高三，各个年级均有。

张清波：
新初三英语，语文。新高三英语，语文。

国师教育：
新高一，新高二，新高三。

丁老师教育：
新初一到新高三，各个年级均有。

■推荐

幼小衔接
小升初衔接

衔接教育

衔接教育就是为了使升学年纪
的孩子顺利适应下一个学段，而
提前进行的相关知识和能力方
面的培训，可分为幼小衔接、小
升初衔接、初中到高中的衔接。

适合群体
每年因衔接教育脱节“掉队”的学生都有
很多。幼小衔接、小升初衔接、初中到高
中的衔接，学生难免会有很多不适应，特
别是新初一和新高一的学生，这种情况
更加明显。因为每个衔接阶段，相对于
原来的学习，科目增加了，知识面拓宽，
难度提高，就会有很多学生难以适应;还
有一些原本成绩不错的学生，因对新的
环境和学习方法不适应而“掉队”。因
此，衔接教育适合即将幼儿园升小学、小
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类学生群体。此
外，从初中到高中，各个年级也都设有衔
接班，学生升入初中后，衔接教育已成为
不可忽视的新兴教育模式。

7月31日，郑州的气温在31℃徘徊。
刚刚吃过午饭，付源的妈妈就催促

他赶快休息，因为下午两点，他们还要到
离家5公里的地方去上衔接班。

据付源妈妈介绍，孩子刚刚参加完
民办小升初考试，并被一所不错的中学
录取。小升初备战三年，原本想让孩子

好好休息一下，但看到同班的许多孩子
都报了暑期衔接班，付源也开始急了起
来。

为了不让孩子在新学期落后，同时
也为了让孩子对初中的学习模式和学习
内容有所了解，最终，他们也加入到了衔
接班这个队伍中来。

故事
未雨绸缪，衔接班火了

现状
提前适应下阶段学业

据陈中数理化副校长张锦介绍，“衔接
班”一直都有，只不过叫法不一。前几年有
的叫“预习班”、有的叫“快速提分班”等。
近年来，随着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学习
压力的增大，“预习班”开始变身，在培训机
构增加其他的培训内容后逐步演变为“衔
接班”。

2009 年前后，部分培训机构的热炒
以及媒体的宣传，使“衔接教育”这一概
念逐步深入人心，“大家开始了解衔接班
的用途，以及孩子上衔接班的必要性，所
以每年暑期都有家长争相为孩子选择各

类衔接班。”张锦说。
张锦介绍，目前培训机构所开设的

“衔接班”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门
针对分班考试进行的培训，另一种是完
全的课程辅导班，主要帮助学生提前预
习新学期要学习的内容，以更好地适应
新学期。

但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衔接班”，基
本上都以“温故知新”为主，个别机构在此
基础上，还增加有学业规划、学习方法指
导等服务，其目的都是为了留住学生，使
学生更好地适应新学年。

故事：
小呀么小儿郎
捧起经典把“国学”上

■焦点问答

选择幼小衔接班要注意哪些？

幼儿教育专家冯娟：切忌选择那些直接照搬小学课程的形式，比如用背加减法表
的方式教孩子学习数学计算或是班级人数过多、全天都按小学课表进行的形式。
毕竟孩子的年龄段还不到入学的年龄，完全照搬小学的授课方式并不适用。

Q
A

提前进行衔接会不会影响新学期的学习？比如兴趣不高等。

一线老师李杰：对于低年级的孩子可能会产生这方面的影响，部分孩子自制力、
注意力不强，学过之后，感觉都会了，容易产生忽视心理，再学兴趣不高。但对
于高年级的孩子来说通常不会，提前对课本上的重点、难点、疑点有所了解，再
次学习时会感觉很轻松。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