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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文 绘叫停“说教”行动濡染

家长强调自己的“付出”，孩子却不懂感恩，怎么办？

沟通用巧思 濡染在行动

讲述：孩子的不体
谅伤了我的心

焦女士的儿子小骆上六年
级了，看着身高已经超过自己
半头的孩子，焦女士越发感觉
自己在教育孩子上倍感吃力。

焦女士说，孩子从小到大，
我尽心尽力照顾他的衣食起

居，每天的忙碌辛劳小骆他都
看在眼里，却很少对我说一些
关心的话。孩子渐渐长大，我
经常跟他念叨自己的辛苦不容
易，可是这孩子对我的话很木
然，最多回应我一句“哦，知道
了，那你多休息休息吧”。我特
别羡慕邻居家的小暖男，那孩
子总是主动承担家务活，看到

妈妈累了，不是给妈妈倒水，就
是给妈妈揉肩捶背。而我家的
孩子却不会体谅人，除了整理
自己的书桌和床铺，其他家务
很少分担。两相比较之下，我
挺伤心的，所以更频繁地提醒
他要懂得感恩。没想到小骆对
我说的话充耳不闻，甚至还说
出了“我又没让你付出这么多”

的话，一下就把我噎住了。

建议：爱有方法，
触动孩子感恩之心

天津市家庭教育研究会会
员、河西区关工委专家组成员
井春玲老师说，让孩子具有感
恩之心，并不是家长强调了多
少遍“我为你付出多少”的话
语，而是要通过巧思妙方和有
爱的行动感动孩子，让孩子发
自内心地说出“谢谢”。直白的
说教会让孩子心生反感，即便
孩子亲眼目睹了家长的辛劳，
也很难说出感谢的话。

井春玲老师建议，家长要
改变“说教成才”的错误教育观
念，因为喋喋不休的说教会让
孩子加速变成“铁石心肠”。想
要感化孩子，家长需要从日常
的点滴小事上做出调整。比如
要让孩子发扬优点、改掉缺点，
家长一方面可以引导孩子记录

自己点滴的进步，及时对优点
进行肯定，另一方面对非原则
性的缺点问题，不大声斥责，而
是用巧妙的话术（如“我希望这
个错误是你人生的第一次，也
是最后一次，我对你改正错误
很有信心”），这样孩子既认识
到自己的错误，又保留了颜面，
孩子对家长的感谢之情油然而
生。另外，培养孩子的感恩之
心，家长对孩子的付出就不能
只体现在饮食起居上，更要体
现在对孩子行为处事的正确引
导上。如家长可以通过讲寓言
故事或他人的事例让孩子明白
是非对错的道理。爱是教育的
灵魂，希望家长用心营造和睦
的家庭氛围，父母通过互相表
达感恩的言行濡染孩子，让孩
子崇拜进而模仿父母的言行，
在懂得感恩的同时，也提高了
与人相处的能力。

文 贾林娜

近年来高考数学难度不
断加大，因此无论是在知识准
备还是心理层面上，都对升入
高三不久的同学们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在这里我给同学
们提出以下几点备考建议。

一、规划复习时间轴，分

阶段提升解题能力

一轮复习注重知识点的
梳理和解题体系的搭建，即对
于高考的每一道题，有几种出
题类型，每种类型应该如何来
区分应对。同时一轮复习应
以学方法为主，即在学习过例
题之后，可以做出相关的模仿
或延伸题目。此阶段是整个
高三复习的基础，是提升解题
能力最重要的环节。

二轮复习注重提升题目
的辨别能力，也就是认题的能
力。数学考试中最关键的是
能不能迅速辨别题目类型，找
到最合适的方法来解决题
目。比如平面向量，何时建系
利用向量的坐标表示解决题
目，何时利用基底来表示目标
向量解决题目，何时通过投影
等其他灵活的方法解决题目
等，都需要有大量做题经验才
能在考场上立刻洞悉题目本
质。特别是高考真题，在叙述
或条件上会有一定的包装和
创新，因此在二轮复习时要多
见题、多对比、多总结。

三轮复习通常以套卷的
形式进行，有了一、二轮复习
的准备和铺垫，在高三下学期
应重点训练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一篇完整的试卷。同学们
应在此过程中检验自己对一
篇试卷的整体把控能力，包括
选择题、填空题、解答题的时
间分布以及压轴题目的心理
预期时间等。另外，一张综合
试卷可以暴露自己的弱项，发
现弱项之后应立即有针对性
地去做题弥补短板和漏洞。

二、适应新高考、回归教

材全方位复习

相较于多年前的高考，新
高考数学出题范围更广、创新
性更强，打破了传统的命题结
构，无论是题目编排顺序，还
是题目难易分布，都无法凭经
验在考前进行预测。然而万
变不离其宗，绝大部分考试题
目都可在教材中找到原型。
因此同学们在复习时要回归
教材，对于教材中出现过的所
有定义、定理，无论是否在以
前的高考中出现过考题，都要
同等重视。

结合这两年的新高考试
卷，在以往传统复习的基础
上，同学们还应重点关注以下
几点。首先是全面复习概率
统计，特别是对于线性回归和
正态分布等较少出现在高考
试卷中的内容，也要适当刷
题。其次要加强自己的几何
直观，无论是平面向量、立体
几何还是椭圆部分，在新高考
中计算变少了，思考想象变多
了，因此同学们在平时要更加
注重训练自己的几何思维。
最后应建立函数意识、提升函
数思想、善于从函数的角度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对于含参二
次函数，以及带绝对值的函数
更应重点关注。

三、正视月考成绩，训练

考试心态

高三一年要经历很多次
考试，其中数学考试的难度
较大，不乏出现偏题、怪题以
及和天津高考联系并不紧密
的题型，因此考试成绩的高
低并不能对最终高考成绩有
直接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
高三上学期，无论复习进度
如何，试卷都会按照高考题
型编排，通常有很多内容还
没有复习到，特别是椭圆、数
列、导数三道大题，做得好坏
大致是看大家在高一高二学
新课时的记忆留存多少，并
不能反映充分复习之后的真
实水平。这些考试更侧重锻
炼同学们的考场心态；训练
同学们在考场答题时不会因
任何一道题而影响自己做本
科其他题目或其他学科试卷
时的状态。

高三复习起步不久，同学
们要坚信付出和回报成正比，
不要计较一时的成败得失。
纵使在高三这一年的各种考
试中成绩有起伏，但是不要停
下复习的脚步。我从过来者
的角度提醒同学们，高考并不
是单纯的学科水平比拼，考试
时的心理状态、生理状态、自
信程度等都会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你的考试结果。同学们
可以把复习阶段的每一场考
试当成磨练自己心态的好机
会，不要以学校模拟考或区模
拟考的成绩来定义自己的高
考水平。比赛尚未开始，同学
们不必现在急于谈论胜负。
（刘畅，高中数学教师，状

元100高中数学组组长；南开

大学数学学院计算数学博士

研究生；《一战登科——高考

数学从120到140+》主编。）

初中生如何养成好习惯
张丹丹

不少初一新生的家长焦虑
这样一个问题：孩子在小学阶
段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粗心、
散漫、专注力差，进入初中后，
孩子还有机会重塑良好的习惯
吗？家长又该做些什么呢？

我们常说种一棵树最好的
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培养孩子好习惯也是同样的道
理，只要你肯为孩子花心思，就
永远都不会晚。但是青春期的
孩子，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情绪
容易激动，听不进劝告。如果
家长还像对待小学生一样严厉
地批评说教，不但看不到效果，
往往还会适得其反，激化亲子
矛盾。与中学生沟通，家长需
要改变心态，找准“定位”。

不当“法官”只做“律师”

看到孩子出现问题，父母
不要迫不及待地下定论，而是
要像“律师”对待自己的当事人
一样，了解其内心需求，维护其
尊严和权利。

不当“裁判”只做“队友”

在孩子努力的过程中，必
然会遇到困难、挫折与失败，父
母请不要“吹哨叫停”，而应该
像队友一样加入战斗，和孩子
一起面对。这也是我们常说的
“请父母和孩子一起打败问题，
而不是和问题一起打败孩子”。

不做“加法”只做“减法”

孩子经过小学六年的学习
已经形成了自己的行为习惯，
到了中学后，我们不能一味做
“加法”，而要做“减法”，用一个
好习惯取代一个不良习惯，循
序渐进，不断修正。

首先，要教会孩子懂得并
理解规则，培养他们的敬畏之
心，取代为所欲为。让孩子理
解规则，是教孩子认识世界的
第一步。孩子最开始对任何事

都没有敬畏之心。“君子之心，
常存敬畏”。“敬”会让人有所
为；“畏”会让人有所不为，进而
言行有度。

其次，帮助孩子形成规划
意识，并培养执行规划的能力，
取代怠惰因循。古往今来，凡
是卓有成就的人都有一个共同
点，那就是能把精力用在做一
件事情上，专心致志，集中突
破。孩子在做计划时想做的事
很多，但时间有限，所以家长需
要引导孩子适当舍弃，在一段
时间内集中做一件事，这样才
能充分利用时间，高效完成任
务，孩子的成就感也会大大增
加，进而提高规划和执行能力。

最后，引导孩子学会自省，
培养反思习惯，取代好高骛
远。反思可能给孩子带来新的
认知，也可能带来深深的懊悔，
帮助孩子全面理性地认识自
己，就是教给孩子自我完善的
方法。教育大家赛德尔兹认
为：一个孩子在遭遇挫折时，懂
得反思自己的行为，这个孩子
就掌握了一种方法，在面对今
后的人生时，会变得更加睿智
坚韧。父母要让孩子从一件事
情的结果中进行自我反省，就
要引导孩子学会预想后果，舍
得让孩子承担后果，并教会孩
子用平和的心态接受批评，进
而实现自我成长。

好习惯的养成是循序渐进
的，是在长期的反复的训练中
不断趋于完善的。初一的起始
阶段正是一个重塑好习惯的最
佳时期，一旦养成了良好习惯，
行为将固而不化，长大后便可
以“正心”“养性”“成德”，成就
美好人生!
（作者系天津市汇文中学

教师，和平区学科带头人。）

规划复习时间 积极调整心态
做好高考数学总复习

●怎样才能让孩
子感恩父母的辛劳和

对他无微不至的关

爱？有的家长会跟孩

子不断强调自己付出

了多少，可是孩子并没

有受到触动，依然对父

母的关心照顾无动于

衷，这让不少家长既难

过又焦虑。

刘
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