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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付出努力 实现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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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列出暑假“愿望清单”，家长要不要全盘接受——

先合理筛选 再恰当达成

讲述：“愿望清单”
很长，全部实现太难

每个孩子都希望暑假期间
可以实现很多愿望。许女士家
有两个孩子。刚放暑假时，姐妹
俩凑在一起嘀咕半天，最后拿给

许女士一个长长的“愿望清单”，
上面写了十几个姐妹俩想要在
暑假实现的愿望。

许女士说，看了小姐俩的
“愿望清单”，我头都疼了，没有
一个愿望不跟花钱、花时间有关
的，像去两次体育城、玩三次密

室逃脱、大宝要买一个新手机、
二宝想跟几个好朋友来一次家
庭聚会这些愿望，就要搭上好几
个周末，至于全家旅游、打卡环
球影城、去轰趴馆这些愿望要是
都去兑现的话，我觉得这个暑假
肯定忙得像陀螺。

建议：合理愿望可
以通过努力来实现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和平
区教师发展中心心理教研员白
玫老师说，孩子都很盼望假期，
在孩子们心里，将近两个月的暑
假特别有“诱惑”，一定早就筹划
好了“愿望清单”。当家长拿到
“愿望清单”时，千万不能只瞟一
眼就一票否定，甚至斥责孩子只
想着吃喝玩乐。对孩子而言，这
份“愿望清单”代表了他们对快
乐假期生活的期待。家长鼓励
孩子列出“愿望清单”的同时，不
妨提醒孩子把假期愿望分成短
期愿望和长期愿望，比如玩游
戏、品美食这样的愿望就是即时
快乐，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实现，
留下的快乐印记不深；组织聚
会、更换电子产品以及出门远游
这样的愿望就是长期愿望，需要
付出一定的努力才能实现。

白玫老师建议，拿到孩子的
“愿望清单”后，家长可以跟孩子
一起开个家庭会议，孩子在充满
仪式感的氛围中，会感到自己被
尊重。这时，家长可以跟孩子一
起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分析清单
中哪些愿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
合理的。家长一定注意量力而
行，不能随意给孩子做承诺、画
大饼，如“爸爸一定带你去”“过
段时间，我们一定给你买更好
的”这样的话不要脱口而出。做
好愿望筛选后，全家人再把想要
实现的假期愿望分成短期目标
和长期目标；愿望越细化，才越
可能实现。另外，家长要鼓励孩
子为实现愿望付出自己应有的
努力，比如承担家务劳动、按时
作息、认真完成暑期学习任务
等。孩子通过自己的勇于担当
和勤奋努力而实现愿望，这份快
乐才能持续更久，也更有收获。

文 贾林娜

同学们在体验过“中考酷
暑”后，告别了初中生活，面对
即将到来的全新高中生活，你
一定是既新奇又忐忑。现在
大家在放松身心之余，也需要
做好各学科的衔接与准备。
下面我就语文学科，给大家提
供一些建议。

一、明确差异，做好衔接

初高中语文学习在整体
体系与模块上虽然大致相同，
但实际上差异明显。首先是
教材方面。初中三年共6本，
高中三年共5本，数量上虽有
所减少，但其内容广度、难度
与深度却大大提高。高中5
本教材分为必修上下和选择
性必修上中下，其中选文题材
广泛，除了初中较为熟悉的小
说、散文、诗歌和文言文外，还
加入了戏剧文学、外国名著节
选等；语言难度也有所提升，
主要体现在篇幅长度和句子
复杂程度上，对学生的阅读理
解能力有更高要求。此外文
本的思想深度也更具挑战性，
每个单元的每一篇文章背后
都有值得探讨挖掘的人生主
题与社会意义。

其次是阅读能力与思维
方面。高中语文对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要求更高，尤其
是在阅读理解方面。初中语
文注重知识的积累、记忆与

理解，属于浅层阅读。高中
语文更强调评价、分析、鉴赏
与运用，属于深层阅读。要
求学生在把握文本内容，理
清思路的基础上，推敲重要
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要
点；理解文本所表达的思想、
观点和感情；根据语境揣摩
语句含义，体会语言所表达
的效果；并对阅读材料作出
自己的分析判断，进行问述、
评价和质疑。高中语文更关
注发展学生思维的逻辑性和
思辨性，在感性认识的基础
上要有理性的分析与辨证。

最后是写作方面。初中
写作要求是写有情感、有温度
的记叙文，不低于600字。高
中写作的重点是写有格局、有
深度的议论文，不低于 800
字；要求学生对社会现象有深
入的思考，并清晰地表达自己
的观点，提高了对思辨能力的
考查。

二、充实假期，做好准备

暑假里，同学们在休息
放松的同时，可以为高中语
文学习做一些准备。

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同学们可以在假期先把
高中语文学习所需的工具书
准备好。如《现代汉语词典》
《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等，并学
会使用工具书进行自主学
习。高中语文学习，做好预习
可事半功倍。

2.提前进行整本书阅读。

高中语文学习有两本整本书
的阅读要求，分别是必修上的
《乡土中国》和必修下的《红楼
梦》，这两本书在教学要求上
是高一阶段就要完成的。《乡
土中国》作为学术性论著，篇

幅虽短，但是理解起来较为困
难；《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
一，篇幅较长，且考查形式多
样，需认真阅读。两本书都需
要学生先自行阅读，如果高一
开始再着手准备，时间紧、任
务重，建议同学们在假期就做
好阅读准备，开学时再根据学
校进度进行复读整理，更便于
理解与识记。阅读时建议大
家随时做好批注，也可以搭配
讲解视频，我推荐B站和“国家
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上的相
关视频内容。

3.培养良好的语文学习习

惯。一是每天练字，语文学习
无论任何阶段都非常注重卷
面，一手好字永远是加分项。
二是随时记录，可以是观后感、
心得或日记，“写”可以酝酿和
升华情感，“写”可以廓清和锻
造思想。三是阅读积累，阅读
时，要涵盖古今，包举文理，融
会中外，为高中写作积累素材，
可以阅读散文（如余秋雨的《文
化苦旅》）和时文点评（如《人民
日报》的评论文章）。

4.培养对语文学习的兴

趣。知而好，好而乐。同学们
可以利用假期观看与语文相关
的纪录片，如《千古风流人物》
《唯有香如故》《典籍里的中
国》等。纪录片以影像的形式
带大家领略中华传统文化的
美好与震撼，让同学们从更多
角度去认识、发现语文之美。

除了以上几点，同学们还
可利用假期提前背诵高中古
诗文必背篇目，起始阶段可以
先背诵《沁园春·长沙》《短歌
行》《梦游天姥吟留别》《登高》
《劝学》和《赤壁赋》。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每一
个阶段的结束也意味着下一
个阶段的开始，希望同学们在
圆满结束初中生活后，都能以
饱满热烈的姿态迎接更为美
好的高中生活！

请给孩子改错的时间
赵寅

“仔细，仔细！我才刚说完
要仔细！你又这么粗心！”
“我刚说的什么？别磨

蹭！刚说完就忘了？”
在有小学生的家庭中，家长

“刚说完”，孩子“又错了”的情况
比较常见，很多家长为此感到苦
恼、困惑。其实，这种现象是正
常的。如果家长能重新审视自
己对孩子的教育过程，或许就
能理解这种情况为什么会发
生，进而找到更好的教育方式。

一、“改错”要有一个过程

对孩子来说，在学习或生
活上出了问题，往往都有一个
漫长的“潜伏期”，很可能是长
期的某种习惯或能力的缺失才
导致问题最终爆发。比如，有
些孩子语文作业还没写完，就
去写数学，数学没写完又去看
课外书，很可能在他小时候玩
玩具也是这样。既然问题不是
一天造成的，家长凭一句话就
想“扭转乾坤”，也是不现实的。

正因为“冰冻三尺，非一日
之寒”，所以“化冻”的过程也常
常会有反复。家长在给孩子纠
错时不要操之过急，先冷静下
来，仔细观察，可能孩子已经在
“改”了，只不过还没“改过来”。
假如孩子真的在主观上已经付
出了努力，只是客观上还没有
达到要求，家长不必苛责，因为
改错总要有一个过程。

二、“说”的作用很有限

身教胜于言教，这句话对
小学生来说还有另外一种解
读，即小孩子对“话”的接受度
并不高。听懂别人的要求，再
“转译”成自己积极的行为，对
孩子来说本身就是一件难事。
你越说得天花乱坠，孩子往往
越无所适从。再者，家长说孩
子的时候，往往会反复强调“认

真”“仔细”“整洁”等较为抽象的
概念，建立起这些概念虽然有
其价值，但对孩子而言，这些要
求有时显得太空洞了。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口头
教育完全否定，但只用这一种
办法去教育孩子，低效几乎是
必然的结果。除了“说”，家长
能给孩子提供的帮助其实还有
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和孩
子一起想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比如：该怎么做？做到什么程
度？什么时间做？沟通好了以
后，尽量让孩子自己去做。可
以采用“打卡”“拍照记录”等方
式，保存一些过程性资料，帮孩
子逐步积累起新的习惯。

三、“等待”转变的来临

叶圣陶先生说过：教育是
农业不是工业。这句话有很丰
富的含义，对今天的话题来说，
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家长要
学会“等待”孩子转变的来临。

如果是工业生产，产品有
瑕疵，可以采用工业手段马上
做出调整，立竿见影。但农业
就不一样，小苗有了问题，该用
的办法都用了，也还是要等待
他自己成长，揠苗助长只会适
得其反。因此在孩子纠错的过
程中，没有马上出现转变，这是
正常的。不同的小苗，转变的
时间长短不一，这也是正常的。

在“等待”的时间里，家长
该做的是观察，心平气和地、静
静地、持续不断地观察。从孩
子的一点一滴中去看转变是不
是要来了，考虑自己要不要做
点什么，还是继续由他自己发
展。这或许更让家长感觉“操
心”，但所谓的“守望成长”大概
也就是这个样子罢。
（作者系南开区汾水道小

学教师。）

开始整本书阅读 培养积累好习惯
做好新高一语文学习准备

●放暑假了，孩
子跟家长提出的“愿

望”多了起来。有的

孩子甚至还列出了一

长串的“愿望清单”：

跟同学出去玩，想让

爸妈多给点零花钱；

手机旧了，想让家里

给换部新的；希望多

去几个地方旅游，到

网红地打卡……对

此，家长要不要全盘

接受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