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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投资自己，育儿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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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不断学习，家长也在不断进步吗？

学会自我提升 才能教子有方

讲述：为孩子投资
越多，家长越焦虑
“这个暑假，我几乎全程陪

着孩子，陪他上兴趣班、提高班，
带他出门旅行，甚至连孩子篮球
队的团建我都全程陪着。没想
到我这么全心全意地为孩子付

出，孩子还是不领情，让我疲惫
又焦虑。”暑假过去大半，庞女士
觉得自己拿出了百分百的精力
陪着11岁的儿子，却没想到孩
子非但不领情，还跟她起了几次
争执。

庞女士说，最近孩子跟我总
是别别扭扭的，说得最多的话就

是“你什么都不明白”“别总是问
这问那的”“你不了解我”，听孩
子这么说，我挺难过的。我觉
得，我事事都为孩子着想了，他
喜欢的东西，我都舍得花钱购
买，也投入了很多时间和精力陪
伴孩子，却没换来孩子的理解。
现在真不知道怎么做才好？

建议：想教好孩子，
先会投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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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家长在教育上有一个误
区——为了孩子成长成才，无条
件给孩子投资。但这种投资有
时是为了填补家长自己曾经的
缺失，有时是给孩子强行施压。
这些都会让孩子感觉疲惫，甚至
反抗家长，家长的焦虑情绪也由
此而生。遇到这种情况，家长切
忌对孩子苦口婆心劝导或硬立
“家规”，不妨换一种思路——投
资自己。

李雪云老师建议，家长投资
自己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重建良好的陪伴关系，家长
要正视孩子的成长，不再一味扮
演指路者的角色，不强行要求孩
子走家长告诉的“大路”“直路”，
允许孩子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

下，走一走“林荫小道”，在轻松
的家庭氛围中，建立起良好的亲
子关系。二是家长要“修炼”自
己的内心，了解孩子在不同年纪
的特点和需要，及时调整与孩子
的距离，即家长从抱着、领着、并
肩行走、退后行走到静静跟随，
直至得体地退出，就是帮助孩子
逐渐走向独立的过程。同时，家
长陪伴孩子时位置的变化，也是
家长接纳孩子成长的正确态
度。三是把“父母是孩子最好的
老师”这一教育观点体现在日常
生活中，也是家长为提升个人形
象而做的自我投资。父母要教
育好孩子，通常不是看对孩子讲
了多少道理，而是看家长做了多
少表率，比如良好的行为习惯、
饱满的精神状态、温和的处事态
度、认真的工作状态、健康的消
费习惯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
孩子。

文 贾林娜

新高一学生即将满怀憧
憬开启高中生活，在历史学科
学习上，如何做好衔接过渡，
尽快适应高中历史学习，并为
高二的选科打好基础？这里
我给大家分享一些学习建议。

一、初、高中历史学习的

差异

首先，在课程编排和课标

要求上有差异。高中采用必
修“通史”与选择性必修“专题
史”相结合、先通后专的编排
方式。初中课程侧重具体的
史事过程，注重基础知识的初
步认知；而高中课程则不再重
复具体细节，更侧重对史事性
质、特点的阐释，和史事的历
史地位、作用、意义和影响等
方面的阐述，并适当加强理论
方面的分析。高中历史的学
习要求是：历史碎片化到体系
化，突出思维的系统性，同学
们要学通；知识的浅表化到深
层化，强调思维的深刻性，同
学们要学透；学习方式由死记
硬背到迁移应用，凸显思维的
灵活性，同学们要学活。

其次，在教学方式及学

习、考查方式上有差异。初
中教学内容少，知识浅显易
懂，课堂老师讲授多，中考采
用开卷形式。而高中课程教
学内容多，考查方式采用闭
卷，这会让一些同学感到不

适应，高中历史重理解分析、
重历史发展线索和特征、重
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这需要
同学们在老师的引领下实现
自我转变，由被动学习到主
动参与，树立独立思考的意
识，达到“学以致用”。

二、高中历史学什么

高中历史有五本教材。高
一学习必修两册，即《中外历
史纲要》上（中国通史）和《中
外历史纲要》下（世界通史），
这是全体高中生必须修习的，
完成后需参加学业水平考
试。高二时，学生可根据个人
兴趣、升学需求选择修习历
史，共有三本书，即选必Ⅰ《国
家制度与社会治理》、选必Ⅱ
《经济与社会生活》和选必Ⅲ
《文化交流与传播》。高三时，
选考历史学科的同学要进行
五本书的知识复习，同时加强
对史学的基本理论认识、史料
研读的训练，迎接高考。

三、高中历史怎样学

高一是新学段的开始，养
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掌握科学
的学习方法尤为重要，同学们
可以做好以下几步准备。

第一步，优化学习环

节。①课前预习。这有助于
提高课堂效率，扎实掌握所
学。要对教材知识进行基本
梳理，划出要点，列明提纲，将
疑难点做好标识，这样听讲会
更高效。②课堂听讲与记笔
记。要做到“耳到”“眼到”“手
到”“口到”“心到”，课堂上保
持高度专注，跟随老师节奏，
参与互动。在记笔记时，要有
所取舍，记要点提纲、疑难解
释、重点提示，笔记旁边要留
白，用于课后复习补充。③课

后复习及作业。建议同学们
先复习（看书整理笔记，及时
巩固记忆），再写作业，坚持独
立完成，订正后及时总结心
得。在周末时可进行阶段复
习和错题整理。

第二步，掌握做题的方法

技巧。在练习中提高熟练运
用知识的能力和分析问题的
能力。通过做习题，同学们可
了解自己知识掌握的情况，明
确漏洞所在；明白所学的知识
通过哪种形式进行考查；了解
不同题型的解题思路；同时学
会归纳反思。日常学习时，同
学们还要留意整理好题和错
题，发现亮点与不足，弥补知
识盲点，总结心得方法。

第三步，开阔视野。①
历史学习的广阔天地更多来
自课外。建议同学们平时多
读书，关注新闻时政，看历史
纪录片。如钱穆的《中国历
代政治得失》、吴于廑的《世
界史》、斯塔夫里阿诺斯的
《全球通史》等；纪录片如《大
国崛起》《复兴之路》等。②
学好其他学科，以达到相互
助力。高中历史涉及大量古
文典籍、中外史书，因此学好
语文对提高阅读理解能力、
信息提取能力、表达能力非
常重要。另外，政治学科的
基本原理，如唯物史观是揭
示人类社会历史客观基础及
发展规律的科学的历史观和
方法论；地理学科的空间视
角、人地观念等，都与历史学
习联系紧密，如人类文明的
产生发展、疆域变迁、人口迁
移等，都离不开其他学科能
力的支撑。

希望高一新生在接下来
的学习中，逐渐体会领悟上述
学习建议，养成乐于思考、勤
于思维、善于反思的学习习
惯，让自己的高中历史学习渐
入佳境。

初中生活是什么样的？
面对新的环境、课程以及未知
的压力，准初中生们要在开学
前做好哪些过渡准备，才能快
速融入美好的初中生活呢？

一、情绪过渡，积极迎新

初中阶段是学生个性心
理的重要转型时期，面对学习
环境的变化、学业压力的增
加，初入初中的新生出现不适
应情绪是很正常的事情。因
此接纳此时产生的消极情绪，
将情绪背后的想法进行梳理，
给自己缓冲调整的时间和空
间是做好心理准备的第一
步。在开学前，同学们可以给
自己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自
信状态；在开学后，要大方自
信地展示自己，要学会与老
师、家长沟通来解决困扰，还
要增强自己的心理承受能
力。另外，要学会欣赏他人，
肯定自己，学会取长补短。保
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是心理健
康的基础。在开学前，同学们
要调整好作息时间，按照学校
作息表安排每天的时间，早睡
早起，适当进行体育锻炼，以
最饱满的精神状态来迎接新
学段的到来。

二、做好准备，从容应对

七年级是九年义务教育
中的关键转折点，同学们应该
提前做好各项能力的准备。
首先，需要了解小学与初中学
习上的不同。到了初中阶段，
不仅学科增多，而且难度加
深；同时随着学科的分化，学
习形式也会有新变化。因此
同学们必须学会自觉、主动地
学习。在开学前的这段时间
里，同学们可以回顾小学学过
的知识内容，提前浏览新学期
的教材，通过适当预习来实现

新旧知识的衔接。比如，提前
熟悉语文课本上的字词、古
诗，坚持练字，坚持阅读；通过
在数学课本上勾画定义、概
念、法则、定理等主要知识，形
成对初中数学的初步印象；通
过熟悉英语单词，或观看感兴
趣的英文电影，培养英语学习
的兴趣。进入初中以后，同学
们要养成预习、复习的习惯，
就要从开学前的过渡期做好
准备。

其次，同学们现在还要做
好其他能力的准备。比如，坚
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今天的
事情今天做，主动承担家务劳
动等。同学们还要有正确的
是非观，遇到事情要用正确的
处理方法，自己不能解决时主
动寻求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以
此来培养行为自控能力。现
阶段，同学们可以通过对假期
计划的自我反思与总结，来培
养学习和生活的自理能力，及
时调整不足之处，为接下来的
学习生活打下良好的基础。

三、明确目标，坚定信念

初中是一个崭新的阶段，
要制定合理、有效的学习目标，
包括提升学习能力、培养兴趣
爱好、积极锻炼身体，提升综合
素质等。目标既要符合自身实
际情况，又要明确具体。确定目
标之后，同学们要懂得坚持，通
过科学安排时间来达成目标。

初中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同学们一定怀有憧憬和期待，
希望同学们能以友好的态度对
待身边小伙伴，积极参加学校
活动，主动发挥自身特长，这
样可以快速融入新的集体生
活，轻松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作者系天津益中学校

教师。）

科学规划 掌握技巧
做好新高一历史学习准备

做好过渡，遇见美好初中
张茹梦

●在孩子身上投
资，家长们往往不假

思索，只要认为是对

孩子成长有利的，都

会尽己所能地投入人

力、物力和财力。而

在对孩子全心投入的

同时，家长们却很少

想到要投资自己。殊

不知，家长的“原地踏

步”可能会成为孩子

前进路上的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