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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考后直面未来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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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结束，放飞自我与规划未来该怎样平衡？

以“终”为“始”探寻新目标

讲述：大考之后，
该不该跟孩子谈规划？

王女士的儿子小皓今年刚
刚参加完高考，在出分前的这段
时间里，小皓几乎天天不着家。
高考结束的转天，小皓就和几个

好朋友相约去了海边玩。旅行
回来后，他不是和同学约时间打
游戏，就是大半天泡在球馆里。

王女士说，大考后孩子需要
放松，我们很理解也特别支持。
但是看到孩子彻底放飞自我，我
们心里还是有些不安。孩子从

以前假期去上各种补习班、提高
班，到现在连书都不翻一下，感
觉是在报复性娱乐。别说孩子，
就连我们当家长的在孩子高考
后也好像失去了目标。高考结
束后，我们想跟他聊聊今后的学
业和人生规划，到现在也没有找

到合适的机会，也不知道跟孩子
说这个话题，他会不会嫌烦？

建议：不纠结“过
去”，多思考“未来”

家庭教育指导师、天津市第
一百中学心理中心教师李雪云
说，在高考和中考结束后，很多
考生带着一种补偿心理，彻底放
飞自我，但在过度消费和娱乐之
后，往往会感觉很空虚。因为报
复性消费和娱乐不会让人感到
真正的放松，在停下来之后反倒
会让人有一种无事可做的感
觉。如果在经过短时间的休息
调整后，考生能把这个暑假当成
新阶段的起点，那么就会有不一
样的想法了。

李雪云老师建议，当考生把
大考结束当成新学段的起点时，
思考问题的方向就会转变。以
“终”为“始”，考生可以问一问自
己：站在新起点，我需要做什么

准备？有了目标之后，首先要把
目标细化，比如报考前多了解一
些目标学校的具体情况；被录取
后，要提醒自己现在有了一个新
身份，需要给自己重新定位。这
时，大家需要做的准备有很多，
像问一问学长学姐，新的学段有
哪些学习内容和要求，利用这个
假期多看一些之前没有时间看
的课外书，在个人能力、身体素
质和心理状态等方面做好进入
新学段的准备等。对家长来说，
要以一个客观、平等的视角来与
孩子对话，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即可。经历过大考后，孩子需要
快速成长，更加独立地面对今后
的学习和生活。此时家长切忌
自我感动式地关心孩子，把自己
的想法灌输甚至强加给孩子；不
要让孩子太过纠结过去的考试
是否有遗憾，多思考未来的学习
生活要做好哪些规划。

文 贾林娜

在高一学年，同学们通过
学习必修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必修二《经济与社会》和必
修三《政治与法治》，对思想政治
学科的课程内容、学科思维特点
已有初步了解。在即将到来的
高二学年，选考政治的同学将继
续学习必修四《哲学与文化》、选
必一《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选
必二《法律与生活》和选必三《逻
辑与思维》。

相比高一，高二的学习内
容更为丰富，知识的抽象性更
强。在《哲学与文化》中，同学
们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的基本概念和主要观点，并
能够运用哲学思维分析社会现
象；学习文化传承与创新背后
的原因和具体要求。在选必一
《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中，着
重学习当今国际局势的基本特
征和我国的应对策略；在选必
二《法律与生活》中，着重学习
民事权利与义务等民法典知
识；在选必三《逻辑与思维》中，
主要学习逻辑思维的一般规则
和主要方法。在紧张忙碌的课
程学习中，掌握正确高效的学
习方法至关重要，下面我给同
学们推荐几种学习方法。

一、课前预习与课上释疑

相结合

预习能够提高上课的目的

性、针对性，还能培养自主学
习、自主发展的习惯和能力。
做好预习，首先要做好笔记。
预习时可以在书上做出批注，
在笔记本上列出提纲，写出听
课要注意的问题和自己的思
考，养成读书就动笔的好习
惯。其次，要勤思善想，发现课
本知识的难点。提高预习效果
的关键是善于“想”，即发现和
提出问题。如在预习《我国的
根本政治制度》时，可以思考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当
家作主是何关系”“人民代表大
会的职权如何区分”“如何用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知识分析十
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议程”等
问题，以此培养自己的思维能
力和思维品质。课前预习这个
起始阶段做得深入、扎实，有利
于同学们听课时积极思考，及
时释疑，实现高效听讲的目的。

二、落实基础与提升能力

相结合

政治学科中的基础主要是
指基础概念和基本观点，以及
由此建立的模块知识体系。落
实基础首先在于理解，同学们
可以结合老师讲解、同学之间
交流讨论、网络查阅资料等方
式，运用比较的方法，准确掌握
基础概念和基本观点。其次，
构建章节和单元知识体系，同
学们可以通过制作思维导图、
整理笔记等方式来归纳知识
点，建立知识框架，弄清知识的
逻辑结构，达到融会贯通。最
后，遵循记忆规律，及时、反复
复习。在落实基础的过程之
中，通过横向和纵向多角度思
考问题，不断分析与综合，形成
完整的知识体系，如此才能综
合运用知识，提升对微观知识

和宏观体系的把握能力。
三、社会热点与课本知识

相结合

政治学科是一门理论性和
实践性相结合的学科，关注社
会热点是政治学科的显著特
点。关注热点，首先要学会将
生活语言转化为学科术语。例
如新闻报道中的“根据我国国
情和实际，出台方针政策”，转
化为辩证唯物论的哲学术语，
即“物质决定意识”。其次，要
用课本知识去分析、解读社会
热点。例如社会关注度很高的
ChatGPT，既具有巨大的商业
价值和发展前景，但是也面临
一些伦理挑战，从唯物辩证法
的角度来说，可以运用“矛盾的
对立统一”和“矛盾的主次方
面”等知识进行解读。在学习
时，同学们可以通过新闻来观
察社会现象，注重理论联系实
际，从经济、政治、哲学等角度
进行分析，长期坚持这样做不
仅能帮助同学们熟练掌握和运
用知识，而且能提升思维水平。

四、精做练习与反思总结

相结合

精选符合天津题型特点的
习题进行训练，可以明确重点
知识的考查方式和角度，也可
以避免重复低效刷题。建议同
学们在做题时坚持将独立思考
与交流借鉴相结合，通过独立
思考发现问题的“堵点”和“痛
点”；又要多向老师、同学、学长
学姐请教，寻求指导和帮助。
在做题的同时要注意反思，明
确自身的不足：是知识本身不
熟悉？是对设问的解读不准
确？还是对材料的层次和关键
信息的提取出现判断失误？
发现问题后进行有针对性的训
练，可以提高实战能力。
（丁玉龙，天津市耀华中学

思政课教师，被评为和平区优

秀教师、学科带头人、学科骨干

教师、骨干班主任。）

该不该给孩子当“陪读”？
张楠楠

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
上，有的家长辞去工作，给孩子
当起了“陪读”。“陪读“到底对
还是不对？如果孩子读书需要
陪，作为家长到底该陪什么？
当家长不在身边时，老师又该
怎样陪伴孩子呢？

心灵的陪伴是家长的义务

我想先以一个家长的身份
来说说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做家长是一件特别
幸福的事。因为我们能有幸见
证孩子成长中的点点滴滴。在
孩子年幼时，他们是如此依赖
着我们。他们的第一次说话、
第一次走路、第一个微笑、第一
个发现……都需要家长的陪伴
与见证。所以有人说：陪伴是
最长情的告白！的确是这样！
这样的陪伴即便是在孩子长大
后也是十分有必要的。陪伴能
让孩子产生良性情绪，拥有积
极乐观的态度。拥有家长耐心
陪伴的孩子往往更加乐观、坚
强。所以，对孩子成长中的“陪
伴”是家长的义务。

但是在孩子的学习中，家
长的陪伴并不是坐在那里监督
孩子学习，也不是孩子上课时，
家长坐在教室后面陪着听课，
边听边记笔记，而应该是心灵
上的一种陪伴。在孩子成功
时，说一句“真棒”，与他分享成
功的喜悦；在孩子失败时，道一
声“没事”，与他分担失败的痛
苦。前几天，儿子回家沮丧地告
诉我，他考了倒数的名次。我第
一句话就是：无论考多少分，你
都是妈妈的儿子！妈妈爱你！
然后，我帮助孩子一起分析原
因，找自身的不足。在第二次
考试中，儿子名次提高了6名。
我认为，家长积极的情绪会对
孩子产生良好的作用。因为简

单粗暴的态度解决不了问题。
作为家长，陪在孩子身边，当孩
子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与他一
起查找原因，给他适当的帮助，
对孩子的缺点及时指正，才是
扭转局面的最有效办法。

老师要及时陪伴呵护孩子

接下来，我还想以一个教
师的身份来说说另一个观点。

我们的孩子需要的不仅仅
是家长的陪伴，他们的成长更
需要老师的陪伴与呵护。在某
些时候，老师（尤其是班主任）
替代了家长的角色。在校学习
期间，老师的陪伴与呵护是孩子
们热爱学习、热爱学校生活的一
个重要理由。在校园中，他们
跌倒了，有人为他们揉痛处；委
屈了，有人听他们倾诉；与小伙
伴争吵了，有人客观地帮助他
们分析问题，重拾友情……很
多时候，这些问题根本等不到
回家让家长进行疏导。正因为
有了老师的陪伴，会让孩子的
很多情绪及时得以释放，很多
情感需要及时得到满足。一个
有爱心、懂陪伴的老师，会让他
（她）的学生时时感受到温暖，
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的人。

我钦佩这样一种家长或老
师，他们在孩子需要关怀时给
予无私的陪伴，在孩子需要独
立时又能得体地退出。作为家
长和老师，不求孩子们必须完
美，更不求他们为自己争光，只
要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而
自己有幸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与
他们同行一段，便就足够了。
（张楠楠，南开区中心小学

高级教师，曾荣获全国“岗位学

雷锋标兵”、全国“巾帼建功标

兵”、天津市“师德先进个人”、天

津市“优秀思想政治工作者”等

荣誉称号。）

抓好基础 提升能力 勤于反思
选考政治后的学法建议

●今年的高考和
中考相继结束，考生们

的心理压力一下子释

放了。怎样过好大考

之后最轻松的这个暑

假呢？是来一场早就

在计划之内的旅行？

是与同伴相约看电影、

打游戏？还是在放松

之余，对新学段多一些

了解？相信每位考生

心里都会有自己的目

标和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