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成绩更重要的是习惯

能否上名校和数学有莫大的关系

“华杯赛”被誉为小升初考试中含
金量较高的奖项，同时也是难度最大、
参与人数最多的比赛之一。小数点一
等奖学员 100%被东分抢录，充分说明
了名校在招录过程中对数学成绩的看
重。今年坑娃的小升初数学考题一度
成为热议对象。有人吐槽，不考奥数，
考的是什么数？充分印证了数学考题
的难度在加大，数学已成为名校选拔

和拉开距离的有力武器。

名师引领，精准把握数学命题规律

升学考试原题多,比赛场上题“脸
熟”。据了解，小升初、华杯赛、中高考
频繁押中原题原因很简单，小数点不
少名师都是奥林匹克竞赛和华杯赛优
秀辅导教师，参加枫扬、省实验、郑州
一中考试监考，并参与阅卷！

除了资历高，对教学方法也运用
自如，讲解、分析、论证思路清晰；提
问、讨论、练习能针对学生的实际情
况，照顾到学生的心理特点和接受能
力。萃取考试要点，因材施教。经验
丰富，对数学命题规律以及改革方向
有明确的把握。

小数点定向班考上名校有保障

小升初定向班屡创佳绩，唐老师一
吐绝招：“我们会针对重点中学出题题
型与必备考点进行专项强化训练，对10
种小升初数学解题技巧、小升初数学重
要知识模块进行系统、全面、透彻的讲
与练，对常见的植树问题、盈亏问题、工
程问题等 33 个知识点进行分类整理，
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准确把握自己的
不足之处。同时，辅以历届真题，以各
专项训练为突破点，做到快速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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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赞、怒赞！小数点数学
“华杯赛”获家长连赞

官方网站：
www.jiazhangw.com

扫描二维码或搜索“晚报教
育”微信公共账号，加入郑州晚报
教育微信圈，接收最新最快教育
资讯，反馈市民教育心声。

■教育在线

家长林女士：孩子从幼年进入
学校生活，做家长的在引导孩子培
养良好学习习惯、配合学校提高孩
子学习能力方面，想请专家给些操
作性强的建议方法。

从事幼儿教育多年的张龙老
师建议：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
命运。对低年级学生，习惯好坏直
接影响学习能力和其一生的发
展。学习习惯的养成必须根据每
个孩子不同的生长环境和心理特
质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培育，在这方
面家庭教育负有重要责任。做家
长的应该学会做到以下几点：

不要用别人的“药”去治自己
孩子的“病”。培养良好习惯，需要
不断诊治和校正各种不良习惯。
一百个孩子会有一百种不同的生
活成长环境和一百种这种环境造
就的不同个性差异，避免简单照搬
别人成功的教育经验，不要让自己
的孩子去吃别人的“药”，要找到最
适合自家孩子的“药”——方法。

不要把学习习惯当成孩子的
事。孩子良好的习惯不是在高压
监督下强制形成的，而是在对家
长和周围人的观察和仿效中逐渐
形成的。孩子的特性是模仿，家
长的言行习惯对孩子起着言传身
教和示范作用，是一种最直观、最
形象、最有效的教育。家长要以
身作则，从自己做起。

不要剥夺孩子失败的机会。
法国著名教育家卢梭曾提出一个

著名的教育法则——自然惩罚，鼓
励孩子从经验中取得教训，自己去
感受错误，去承受自我的心理惩
罚。从心理学上讲，教训引起的心
灵震动比惩罚更强烈。家长应乐
见孩子的失败体验，主动创造让孩
子从不良习惯的失败中去汲取教
训的机会。

不要随便给孩子贴负面标
签。孩子的感情态度是直接的，心
灵非常脆弱，十分容易感受心理暗
示的影响。如果经常给孩子贴上

“真的不行”的标签，会使孩子也认
为自己“真的不行”，从而对自己的
能力失去信心，使“预言”成真。

不要养成陪做作业的习惯。
陪孩子做作业易让孩子产生依赖
感。让孩子经历一些作业小失败、
小差错，甚至没完成作业的惩罚，
由此带来的作用比帮助孩子完美
地完成作业更重要，可以让孩子从
中接受教训，自觉调整，最终形成
好习惯。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