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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规划未来，重新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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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出分后，应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不理想的成绩——

不说埋怨话 规划新未来

讲述：分数不理
想，内心很失落

前些天，今年的高考成绩
公布了，胡女士的儿子小正的
成绩不是很理想。虽然这个成
绩在意料之中，但还是让一家
三口感到很失落。

胡女士说，孩子在一所普

通高中上学，他高考前的几次
模拟成绩都刚刚够到普通本科
线，所以我们对孩子考大学的
目标定的不是很高。现在感到
失落，是因为在考前两个月，我
们给孩子报了一个一对一的课
程，让孩子全托在辅导班上，学
费不菲，希望他的成绩能有一
个提升。孩子上全托辅导班的

那段时间，我每天车接车送、按
时送午饭和晚饭，时间都是围
着孩子转的。没想到最后的成
绩并没有比之前提高多少。在
填报志愿那几天，我们一家三
口到处咨询，发现与孩子的考
分和选考科目匹配的大学专业
比较有限，这增加了我们内心
的失落感，也不知道孩子今后

的出路在哪里。

建议：坦然接受分
数，踏实规划“出路”

12355天津青少年心理咨
询热线首席心理专家东玉林老
师说，孩子经过多年努力去参
加中考、高考，家长自然对孩子
的分数有所期待。有的家长虽
然说着“你考多少分，我们都接
受”，但内心却是定下了很高的
目标，孩子无论考多少分，内心
都是不接受的，总觉得孩子没
有“达标”。这个高标准不仅
是家长自己的期许，更是在与
别人家的孩子作比，失落是必
然的。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家
长以什么样的心态来认识和
理解孩子的学习过程，包括孩
子在前几年的学习经历是怎
样的、学习状态如何、有没有
做好学习的准备和总结等。
在客观看待这些问题后，家长

就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孩
子的大考成绩了。

东玉林老师说，无论什么
“级别”的考试，都要允许“失
误”的存在。即便孩子的大考
成绩与预期有差距，家长都先
要咽下埋怨的话，坦然接受分
数，因为脱口而出的指责只会
破坏亲情。另外，很多家长甚
至学生本人不接受现有的成
绩，是赌一把的心态在作祟，他
们心疼考试前投入了大量物
力、财力和精力，却没有考出理
想分数，进而加剧了焦虑心
理。因此，比放平心态更重要
的是要踏踏实实规划好今后的
“出路”，比如升学后定一个学
习目标、哪些短板需要提升、进
一步学习哪些特长等。对于即
将上大学的孩子，家长可以和
孩子一起探讨人生规划，包括
学业规划、职业规划等。

文 贾林娜

对于选考地理的同学来
说，地理是文理交叉的学科，
它既有理科的学习内容，又有
文科的学习内容，要求同学们
具备综合思维。升入高二后，
如何进一步学好高中地理是
值得同学们思考的问题。我
给同学们提供以下学习建议。

一、拒绝背诵式学习，鼓

励理解式学习

自然地理具有鲜明的理
科特点，需要逻辑思维，学习
时要多理解，以会用为目的，
不要死记硬背，通过联系实际
来解决问题；推荐大家结合生
活经验理解所学内容。

人文地理和区域地理侧重
于文科内容，要在理解的基础
上加强记忆。建议大家多看教
材，熟悉和掌握知识要点；课上
多听老师的观点，简单记录，课
后善于总结，形成自己的观点。

二、认真看书，建立学科

体系

学习的过程中，建议同学
们在书上做读书笔记，笔记要
加上自己的理解或找出自己的
疑点。学习上的疑点要尽快和
老师沟通解决。将知识整理归
纳形成主干，建议准备一个笔
记本，专门积累知识要点。

三、学会画图，降低阅读

难度

自然地理的知识，可以尝

试在学习时用画图的方式理
解，比文字理解的速度快、效率
高，用自己容易理解的图示去
记忆，印象深且有趣。人文地
理的知识可以尝试构建思维导
图，梳理知识脉络方便又直观。

教材和地图册的文字和配
图对地理现象的描述十分直
接，同学们可以利用地图生动
形象地记住内容。例如，“昼夜
长短”这一知识点，必须结合
“光照图”的图像来学习，会画
图之后，遇到相关知识的试题
时才能灵活运用，顺利解答。

四、通过高效课堂，快速

把握重点

1.掌握地理基本概念，如
正午太阳高度、气旋、反气旋、
地球的自公转等。掌握基本概
念不是让大家死记硬背，而是
理解概念基本原理。

2.地理事物的时空分布规
律及其成因分析。通过阅读材
料，明确问题主体，围绕自然因
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方面展开
有条理的分析。

3.注重地理基本技能的提
升。如等值线的分析应用、地
理示意图绘制与判读、图文转
换等。

4.地理信息内容的输入与
输出。即能收集、整理、理解、
归纳所接触到的地理信息，并
运用文字加以逻辑化的表达。
同学们要在课上认真听老师的
表述，记录在书本上，方便复习。

几乎所有的地理问题都跟
生产、生活有着密切关系，学习
地理必须联系生活实际，这样
地理问题就不会成为难题。

五、培养读图识图能力，

提高区域认知

地理学习离不开地图，尤

其是学习区域地理必须重视地
图。识图、用图，这是地理学科
学习最重要的基本技能。建议
同学们平时多看地图册，关注
世界、中国的地形图和行政区
划图，积累位置、地形等信息。

六、分析材料信息，培养

答题习惯

同学们解答综合题的时
候，往往认为是课堂知识背诵
默写的呈现，这样的认知是错
误的。地理综合题的答案源于
材料分析，大家应该在阅读的
时候进行标注性解读。

例如，材料介绍“普洱市
宁洱县困鹿山村深居山林之
中，其古茶园中有存活百年、
高大挺拔的普洱古茶树，曾是
清代皇家贡茶园”。同学们看
到材料中的“深居山林”，感受
到的信息应该是该地区位于
山区，地势崎岖，与外界交通
不便，地域联系少，人类活动
少，环境好；材料中说该茶园
的茶树“存活百年”，说明这棵
树很稀有珍贵，“高大挺拔”说
明这棵茶树不易采摘；“清代
皇家”体现了历史悠久和品质
好的特点。

要得到以上信息，需要同
学们能够踏实阅读，不要忽略
材料，只有充分获取信息，才
能发现答案与材料的联系。

七、不盲目相信学霸笔

记，学会自己总结笔记

刚进入选课走班的教室，
同学们会有些迷茫，喜欢咨询
学姐学长，寻求笔记帮助，但
是地理的学习方法因人而异，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需
求整理专属于自己的笔记。
每个人的生活经验不同，看待
问题的角度也有差别，整理自
己理解分析出来的观点才称
得上优秀的地理笔记。因此
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学霸笔
记”，你自己就是学霸，相信自
己就好。

孩子犯错 想想背后的原因
李娜

当孩子出现错误行为，
家长会感到懊恼气愤，此时
建议家长不妨换个角度去想
一想，孩子为什么会做出错
误行为？

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错
误观念分为四类：一是寻求过
度关注，二是寻求权力，三是
报复，四是自暴自弃。这四种
观念背后都是孩子对归属感
的追寻。当孩子认为只有得
到家长的关注时才有归属感，
就会表现为寻求过度关注。
这时家长不妨引导孩子用更
具建设性的方式来获得关注。

有些孩子是通过寻求权
力来获得归属感。随着青春
期的到来，孩子的行为很多时
候是为了证明“我说了算”或
是为了向父母表达“你已经不
能对我发号施令了”。当父母
发现自己和孩子陷入了“权力
之争”时，最有效的做法是立
即退出斗争，并承认所发生的
事情，等双方都冷静后，再试
着寻求一种彼此尊重的方式
来解决问题。

孩子出现报复的行为，
体现了孩子“我得不到归属，
但我至少能让你同样受到伤
害”的心理。当家长要求孩
子控制行为的时候，作为大
人是否能控制自己的行为
呢？当家长感受到自己“受
到伤害”时，不要反击，而应
该试着理解孩子的感受。对
孩子的感受表示理解，是消
除循环报复的一种非常有效
的方法，但是别忘了紧跟着
要解决问题。

自暴自弃的行为是孩子
“我不可能获得归属，我放弃
了”的内心独白的外在表现。
这样的行为可能不会像前三种

行为那样直接带来麻烦。但当
孩子有了这种错误观念后，更
需要家长花时间给孩子一步一
步做示范。每次不要示范得太
多，这可能会让孩子觉得自己
无能。

有时，孩子们并不能意识
到自己的错误观念。当家长
问孩子为什么要做出错误行
为时，他们往往会说不知道，
或者随便给出一些借口。作
为家长，要在与孩子的接触中
识别孩子错误行为背后的观
念，这有助于我们采取最有效
的行动，来帮助孩子达到他们
真正的目的，即获得归属感和
价值感。

当然，识别孩子不当行为
背后的观念并非易事，因为孩
子不同的想法可能会出现同
一种行为表现。例如，孩子不
愿意完成家庭作业，可能是为
了获取关注（“嘿，看看我”），
可能是为了显示权力（“你制
服不了我”），可能是想寻求报
复（“你觉得我的成绩比我更
重要，这让我很伤心，所以我
也要让你伤心”），也可能是表
示自己无能为力的感觉（“我
真的不会”）。家长只要耐心
观察，用心和孩子相处，慢慢
就会理解孩子行为背后的目
的。对于不同的目的，有效的
干预和鼓励一定会达到事半
功倍的效果。

我们耐心观察就会发现，
无论是哪种错误观念，体现的
往往是孩子没有归属感和自
我价值感的心理状态。如果
家长暂时还不能够准确识别
孩子行为的目的，那就不如从
多给孩子一些鼓励开始吧。
（本文作者系南开区中心

小学教师。）

●高考分数已经
公布，中考分数即将揭

晓，面对学生生涯中无

可回避的大考结果，自

是有人欢喜有人忧。

对考生和家长来说，应

该以怎样的态度去面

对大考成绩，考验的不

仅是心态，还有对未来

的规划能力。

加强知识理解 建立学科体系
选考地理后的学法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