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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孩子到底要不上幼小衔接
班呢？

有着十多年教学经验赵老师也
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一般在
半年之后，提前学过小学知识的孩子
的优势就不再明显了，最多也不会超
过两年。进入小学之后，没提前学过
小学知识的孩子面对的困难都是暂
时的，只要家长多给孩子鼓励，多配
合老师的要求，孩子就能顺利适应小
学的学习生活。相反，如果提前学会
了那些知识，孩子上课时就没有了对
这部分知识的新鲜感，自制力差的孩
子就可能会听课不认真。

“比起各种学前辅导班，我建议
家长平时多让孩子看一些课外书，多
培养孩子对读书和学习的兴趣。这
对小学阶段的学习都很重要。”赵老
师说。

幼儿教育专家冯娟也发表了自
己的观点。在她看来，孩子们需不
需要上幼小衔接班，要结合两方面
的 情 况 来 选 择 ，一 是 孩 子 的 适 应
性。比方说刚上幼儿园时用了多长
时间适应，在幼儿园里是否遵守规
则，能否接受老师和小朋友，友好相
处等。如果孩子在这些方面都还可
以，那就不用上幼小衔接班。二是

要看衔接班的授课内容。真正的幼
小衔接，不仅仅包括知识的衔接，更
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人际关系
等，如果这家机构可以做到，那衔接
的目的就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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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过早地学习小学知识，会使
孩子在进入小学后，感觉很多内容都
会，不重视学习内容。”冯娟说。

专家 结合孩子自身情况来选择

报班要“因人而宜”突出“针对性”
在选择辅导班时，接受采访的李老师强

调了“针对性”和“因人而宜”：针对学生情况
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

成绩优异型。假期里仍不能松懈。首先
要稳住在各科上的优势，然后通过“过量复
习”，超越自我。不仅要把需要掌握的掌握
好，还要把原则上可以不掌握的学会。比如，
一种数学题已掌握一种解题方法，还要争取
掌握更多的简题方法。书本上的掌握了，课
外的常识积累也要跟上。

学习中等型。利用假期，选好突破口。
突破口是指能最快提升成绩的地方。突破口
是试出来的。尝试将突破口定位到某一科的
某一部分，比如语文作文这一块，现在能拿到
30分（满分40分），在投入相应的时间、精力，
新学习技巧后，能拿到 35 分、38 分。如果效
果不好，就赶紧换另一个。突破口选准后，最
好坚持两个月左右。

成绩不理想。要把不该丢的分拿下。基
础性题目是可以经过反复看、练习、背诵来提
高对于那些偏题、难题、怪题，建议暂时放弃。

偏科生。怎样把缺掉的短板补齐？重要
的是树立起信心。比如数学不理想，渐渐对
其丧失了信心，就会对其产生厌倦、排斥。学
生需从情感上进行调适，厘清学习头绪，找出
在劣势学科中的局部优势，从优势着手并放
大它，从而培养出对学科的喜爱之情。

家长纠结“幼小衔接班”
上OR不上？听听专家怎么说

“过了这个暑假，我们就要上小
学了，院里好几个和我们一块
上学的孩子都去上幼小衔接
班，幼小衔接到底有没有必要
上啊？”近日，网友刘大姐在本
报早教群咨询道。此言一出，
立即引起众多家长的讨论。有
人说上好，可以更好地衔接小
学，也有人反对，认为提前学习
过多会影响孩子的学习兴趣，
这让刘大姐一下子没了主意。
那么，幼小衔接班到底有没有
必要上，都学哪些内容?近日，
记者进行了走访。
郑州晚报记者 吴幸歌

六年级新生
巧借暑期班轻松应对新学期

刚刚过去的小升初名校大战的硝烟才散
去，小学六年级新生又将面临下一届激烈
的小升初竞争。面对压力和各学校不同
方位的综合测评，孩子们只有全面巩固重
点知识，利用课余多储备知识量，同时掌
握有效应答技巧，在小升初中取得优异成
绩，为初中的学习打好基础。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刘大姐的帖子一经发出，引发众
多家长的讨论。

张 女 士 的 女 儿 今 年 6 岁 7 个
岁 ，在 西 郊 某 公 办 幼 儿 园 刚 刚 毕
业，原本张女士想利用这个暑期带
女儿到处走走，长长见识，并不想
给孩子报幼小衔接班，但前几天和
周围马上要上学的孩子一比，张女
士发现，自己的女儿现在字也不识

几个，数学题也不会做几道，差距
不是一般的大。

“如果以这个基础上小学，那我
们是不是太吃亏了。”张女士说，这
让她一下子陷入了报与不报的纠结
之中。

来自东区的王大姐最近也在孩
子该不该提前学习小学知识而犯
愁。“我认为让孩子提前学小学知识

没有必要，上了小学老师也要一样的
讲。但是，最近在跟别的孩子家长交
流之后，我发现很多家长都给孩子报
有幼小衔接班。班里有近一半孩子
都去了。如果不提前学，等孩子上了
小学之后，他们的学习能跟得上老师
教学的进度吗？”王女士说，周围不少
大班幼儿的家长和她一样，正在为这
个问题左右为难。

纠结 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班？

“我觉得没必要！”面对记者的提
问，家长吴先生观点明确。

吴生先儿子现在在西郊读小学
三年级，成绩一直不错。吴先生说当
时就为要不要上幼小衔接班，他和媳
妇也多次争执过，媳妇的担心是：别
人都上，自己不上，太吃亏，担心孩子
跟不上。但吴先生认为，校外辅导班

讲的那些小学知识，孩子上了小学自
然都会学到，提前让孩子学会这些知
识后，孩子上小学时就会失去学习兴
趣，容易让他们养成上课不认真听讲
的习惯。

此外，校外辅导班的办学质量参
差不齐，有些错误的教学方法还会给
孩子造成知识上的误导，例如错误的

握笔习惯，孩子一旦养成，在上了小
学后就很难改正。但最终还是吴先
生的观点致胜，没有上衔接班。

“如今，三年过去了，除了刚开始
孩子可能有些吃力外，现在完全没有
问题，每次考试都是前几名，老师反
映孩子上课也特别认真。”吴先生自
豪地说。

反方 提前学习会让孩子丧失学习兴趣

六年级新生暑期辅导,“功夫在诗外”

毫不夸张地说，六年级的家长或学生都
见过不止一套今年一些学校的综合测评试
题。题量大，题型活，知识面涉及广，生活化
及实用性强等是测评题的特点。

朋友吴先生小学五年级的孩子龙龙，在
暑期里除外出旅游一次“长见识外”，大多数
时间都泡在郑州购书中心“免费阅读”。

“平时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这次 XX 学
校的语文题，孩子做到正确率 80%。”用这位
常念生意经朋友的话说，功夫在诗外。像坐地
铁算票价、黄山松的寓意、上楼梯注意事项等，
这种“接地气儿”的题，放在“选拔”学生的方式
上，他太赞成了。读书就是为了转化为我所用，
如果孩子都读成了书呆子，还有何用？

在郑州购书中心，记者随机采访了十多
位陪孩子购书的家长。他们均看好今年郑州
小升初这种综合测评的方式。

与往年暑期相比，这些家长也改变了早
早为孩子报语数外辅导班的做法，改为督促
孩子在读书上下功夫，以增加知识量，应对小
升初综合测评。“一年后的测评会更成熟，技
巧性和难度会提升，现在更要有针对性的准
备。”家长表示。

提前学习，开学后心态更轻松
两个月的暑期过去了一半，部分家长也

为准六年级的孩子报了辅导班，以期能在新
学期整体有个好成绩。

而在记者走访我市几家辅导学校了解
到，开设的班型，衔接班重点倾向于六年级新
学期所学内容，让学生提前学习新学期知识，
在开学后能以更加轻松的心态学习。

“暑期为六年级新生报个数学或其他科
目的辅导班很有必要，时间两周为宜。一是
可让孩子不至于在两个月内荒废了学习，二
是可做好衔接，三是有针对性。”某教育集团
六升七学习部副督导、数学名师郭莎莎表示。

她认为，暑期报班的重要性表现在：首先
能帮助培养学习习惯，找到适合的学习方法；其
次可巩固以前学的知识，对知识点查缺补漏；最
后，温习新课程，开学后迅速进入学习状态。

面对家长的困惑，记者随机采访
了几位家有小学生的家长，几位过来
人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费女士的孩子上小学二年级，她
们是幼小衔接班受益者，所以她持肯
定态度。

费女士说：“在孩子上小学前的
那个暑假，我给他报了个暑期辅导

班，学习拼音、认字和数学，每天学半
天，共学了一个月。”林女士说，她感
觉提前在幼小衔接班学习小学知识，
能够帮孩子“更快融入一年级”，儿子
现在在班上一般都是前十名。

林女士称，就她个人的经历来
说，不一定要上很多，但是认字和
拼音最好要学点。识字量太少的

孩 子 很 吃 亏 的 ，考 试 时 题 目 都 看
不懂，尤其是数学，如果家里没有
人 能 陪 着 孩 子 过 暑 假 ，那 还 是 要
先学点的。认字多的小孩不建议
上 幼 小 衔 接 班 ，要 给 孩 子 留 点 空
白 。 认 字 不 多 的 可 以 上 ，先 学 学
拼音。因为小学教课是认字和拼
音同时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