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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与小学相比，最大的变化是
所学科目突然增多。相对于小学阶
段，初中科目多出了物理、化学、生
物、历史、地理等几大学科。其中，考
试科目直接由原来的语、数、外 3 门
增加为语数外、政史、理化等多门。
这对于小学时还非常轻松的学习生
活，突然变得紧张，如不能赶快适应
就会手足无措，时间一长，必会导致
学习跟不上。

马上就要升入初二的学生赵涛
告诉记者，初一刚开学时，因为科目
猛然增多了不少，时间上感觉不够
用，在头一个月里，学习上总是感觉
比较累，明显觉得课堂和做作业有些
吃力。

“老师上课也不像小学老师，对
一个知识点反复讲，现在，虽说初中
老师课讲得好也慢，但肯定不像小学
老师那样，直到我们听懂为止。课下
就需要自己花点时间，看书或问同学
和老师来解决不懂的知识点，时间就
很紧张。”高二学生小许回忆起 4 年

前的初一学习，感受最深就
是“时间紧”和“不适应”。

针对这些状况，
从事化学教
学 多 年 的
龚秋生老
师 表 示 ，

“小升初”
的 学 生 必
须学会“自
我”，即在老
师 和 家 长 的
帮 助 下 学 会
规 划 ：规 划
每一学科学
习 时 间 ，规
划每天的学
习时间，规
划 每 周 的
学 习 时
间，规划
好 劳 逸
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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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一
小学毕业意味着初中的学习生活接着开始。
随着初中与小学阶段教育教学方式重心变化、学习科目
增多、学习难度加大，许多学生因为一时无法适应初中
学习生活导致成绩下滑。因此，掌握一些技巧，尽快适
应“小升初”，适应初中新生活，对顺利度过3年初中生
活意义重大。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教学方式改变、学科增多
作业量大,由要我学变我要学

适应“小升初”
那都“不是事”
学会制订好科目的学习规划

学习方式由“要我学”变成“我要学”

除了学科增加和学习时间的紧
张外，另外让初入初中孩子必须改变
的就是学习方式，即“要我学”变为

“我要学”。
“学科的增加，学习也自然由直观

的、感性的、零碎的知识点变成了更为
完整、系统的知识体系，并更加突出对
能力的要求。”教初中化学的秦老师分
析，小学阶段的学习主要靠老师的安
排，学生只是做好写字、背课文等老师下
达的简单“学习指令”，然后认真完成老
师布置的课堂和家庭作业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在初中，老师更多的只

是一种提示，然后要求学生自觉主动
并且有计划地学习。一天学有几门
课，作业累积多，然后就是隐性的必须
完成的作业，如记英语单词、背课文、
预习、做些课外题等，只有做好了这
些，才会不欠“学习账”。

“学生要尽快完成从‘要我学’到
‘我要学’的转变，否则不到一周，就有
可能跟不上学习进度。”龚秋生老师认
为，要做好这一点，必须把握好几个主
要学习环节：即提前预习、课堂学习、
回家复习。做好这3个环节，学习成绩
想不提升都难。

初一就要把偏科补上去

以后的教育改革方向不再分文
理科，无论是谁都得考完所有学的科
目，这对将来参加高考考上理想大学
的学生尤为重要。

但家长和老师在小学时往往对
孩子的“偏科”现象不太重视，总觉得
小学的偏科不碍事，到了初中或高中
后，想法补一补就上来了。这种想法
是非常错误和有害的。

在数学老师丁志强看来，小学生
如果过于偏科，上了初中一定要用心
纠正偏科的坏习惯，否则弱科就不太
容易跟上来了。原因很简单：在知识
结构层面，初中生所学知识更系统，

因此需要学习行为具有连贯性，环环
相扣，刚开始因为偏科不好好学，以
后想撵上来“比登天还难”。

“从初一时开始，就不能有偏科
的现象。如果你喜欢数学或不喜欢
语文了，家长或老师一定要注意给纠
正过来。”丁老师提醒说，一是跟孩子
分析偏科的危害性，二是在学习时间
上多向弱科倾斜，三是帮孩子树立学
好偏科的信心。更主要的是要利用
初一学习相对宽松等因素，从多方面
创造补好弱科的条件，不然到了初二
或初三想补上去就难了，至于高中后
才想起补缺科，就太晚了。

对每个阶段学生的学习状态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小学生
是老师抱着走，初中生是老师扯着走，高中生是老师领着
走。今年的高一新生开始了3年的高中学习生活。那么，
高一年级学生如何才能更好适应，并以良好成绩迎接3年
后的高考呢？ 郑州晚报记者 唐善普

高一科学规划
高考胸有成竹
高一新生适应新学期有技巧

了解教学特点 尽快形成自我学习方法

对于任何一名高一新
生而言，经过了小学和初
中后，9年的“学生生活”
已培养了学生不少“学

习经验”了。高中
与初中相比，无
论是学习方法和

教学模式，都有着
很大的不同。

在初中，老师注
重知识讲授；在高
中，老师注重方法

指导。在初中，
老师强调课堂
上认真听讲；
在高中，老
师重视学生
自 主 学 习 。
在 初 中 ，自
习课主要是
做 作 业 ，做
练 习 ；在 高
中，自习课除
做作业外，学

生更多的是自己梳理、整合知识，还
有纠错、预习……

“在教学要求上，老师也会针对
不同高中阶段进行循序渐进的指导，
以便学生能更好地适应高中学习，并
形成一整套自己的学习方法。”高中
语文老师武明森认为，有些学生在
初中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习方
法，高中学习任务重，只需作些调
整，吸纳一些其他同学或老师传授
的学习技巧，总结出自己的学习方
法即可。一定不要全盘抛弃自己所
熟悉且适合自身的方法，否则就得
不偿失。

有着多年指导高中英语学习的
李庆华老师则强调，高二第一学期期
末的学业水平测试是个分界线。此
前，学生学业水平测试的 9 门学科都
要开，都必须考试合格才能拿到高中
毕业证。此后，只开高考要求的文科
或理科的 6 个学科。因此，学生在高
一结束时，须有个飞跃性的进步才能
在高二和高三生活中更好把握学习
成绩。

用好这4招 成绩自然“步步高”

针对从高一开始的 3 年高中学
习生活，李庆华老师根据多年的教学
及从事高考研究经验，给出了 4 点提
升学习成绩的方法技巧。

首先，转变学习方式。中学生的
学习方式大致有 3 种：一是听讲阅读
型。即上课认真听讲，但不爱动手，
懒于思考，导致知识记不准，成绩
差。二是手脑并用型。即上课注意
互动，肯用功，知识较扎实，缺点是方
法不太灵活，知识迁移能力不够。三
是反思总结型。即重视预习和温习，
能从知识结构和知识要素上探索知
识间的内在联系，注重基本概念、基
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善于从错误中
找问题，归纳方法，总结得失。自学
能力强，考试中往往能超常发挥。

其次，向课堂要效率。高一的课
堂教学几乎全是新授课，每一学科的

知识都是一个体系，课堂上走神几分
钟，往往会使知识断链，以后很难补
上。因此，课堂上一定要全神贯注，
在认真听讲和合作探究的过程中，掌
握知识、技能和方法。

再次，尽早补上拉腿学科。“木桶
理论”表明，一个木桶的容量是由最短
的那块儿板决定的。因此，要想成绩
好，就要重视薄弱科，而语、数、英是重
点。高一年级时就要恶补最薄弱的学
科。尤其要学好数学，因为新的高考方
案不再分文理科，数学是一张卷子，且物
理、地理都是以数学为基础。另外，着重
关注可能会影响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
科目，保证顺利过关拿到毕业证。

最后，要及时纠错补漏。纠错补
漏既是一种学习方法，也是学业进步
的保障。学会利用错题本，及时把作
业、试卷中的错题更正并随时翻阅。

规划好3年的高中人生目标

人生紧要处的几步要走好走稳。对
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等正在形成时期的高
中生来说，家长和老师一定要帮好高中
生规划好他们3年的人生目标。

比如，站在未来的角度，认识读
书可以改变命运，知识成就人生的道
理——不上大学凭什么拼过富二代、
官二代？富二代如果没有知识、常
识、毅力，如何应对复杂的社会环境？

站在家庭的立场，帮助孩子认识
自己的责任和使命——你是家庭未
来的支柱。站在学生的角度，要认识
到成绩永远是个变数，它取决于个人
的勤奋和毅力。要把目标作为动力，
认真、持之以恒地学习、练习、纠错、总
结，成绩终会提升。同时，认真制订学
习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每天进步一
点，通过不懈努力，一定会梦想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