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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升高衔接并不难，刚刚结束完中考的学生
如今又该为新挑战的到来忙碌了。初中升高中
不仅是人生的一大转折，在学业上也有很大的变
化。处在这一阶段的学生在学习进度、方法、习
惯、心态等方面都要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如
何做好初中升高中的衔接工作，成为当前一些学
生和家长十分关注的问题。许多家长为使孩子
新学期尽快进入状态，除了为孩子准备学费、打
点入学前的行装外，还为孩子选报预科班、找家
教，有的家长甚至带孩子咨询心理医生，以期调
整心态。

对此，山西省实验中学成老师分析说：与初
中相比，高中阶段学生所学知识的深度和广度发
生变化。初中的知识相对浅显，重视知识的结
果。而高中更重视知识内在联系和其形成过程，
要求学生在理解记忆的基础上掌握知识的来龙
去脉，对所学知识要融会贯通，对学生的抽象思
维及逻辑思维都有较高的要求，所以，在从初中
到高中的衔接工作中，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思维
能力较为关键。

为此，高一新生应注重学习兴趣的培养，有
明确的学习动机、目的和目标，要端正学习态度，
逐步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对所学知识要进行系
统复习，理清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笔记、试卷、
作业、小结要注意分类保存，尤其是对其中的重
点、难点、易错点要反复思考和练习。对学习中
遇到的问题不要轻易放过，要结合所学知识进行
多方位、多角度思考和推敲。同时，学生在学习
过程中必须保持不急不躁的平稳心态，按照学习
计划稳步学习。其次，要正确对待学习成绩的起
伏。不少初中成绩优秀的学生因为不适应高中
的教学，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而在学习上
失去优势，从而一蹶不振。因此，学生应及时调
整自己心态，不要盲目把自己定位在只能胜不能
败上。同时，学生还应注意培养“临阵不乱”的良
好心理素质。只要牢牢把握以上几个方面，就能
很快适应高中生活。

无论哪个阶段的学生，开学之际，家长们忙
着给孩子准备各种各样的开学装备同时，有一样
东西，别落下——新学期校历。

一份新校历在手，孩子们对整个新学期的教
学安排、考试安排就会有清晰地认识，家长们也
可以根据校历科学地规划新学期的学习生活，给
新学期打一个良好的开端。 据《山西晚报》

2021 年 3 月 30 日，《教育部关
于大力推进幼儿园与小学科学衔接
的指导意见》，包括《幼儿园入学准
备教育指导要点》和《小学入学适应
教育指导要点》，进一步明确了幼小
衔接的内容和目标。

从幼儿园进入小学，对学前幼儿
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教育专家甚
至认为这种转变的跨度是人生中最
大的一次，要比高考、中考都要变化巨
大。这个阶段的家长和孩子在短时
间内有着太多的不适应。作为家长，
面临孩子人生的第一次考核，有着太
多地无奈和困惑。对于幼儿来说，从
幼儿园的小朋友成长为学校的小学
生，角色变了，要求也变了，小学和幼
儿园的生活又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所
以家长应有目的、有计划地让孩子在
入学前做好准备，养成良好的生活能
力和学习习惯，帮助孩子们顺利度过
这个转折期。

因此，有着 20年幼儿教育的王
美琴老师建议：“首先，端正心态，正
确看待幼小衔接，它是孩子从幼儿
园顺其自然过渡到小学的阶段，不
必过于焦虑；其次，多和身边一年级
的学生家长沟通交流，分享育儿经，
缓解个人因经验缺乏而引发的茫然
无措；第三，主动和孩子的老师交流
自己的困惑，空余时间阅读相关书
籍和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家庭教育
讲座，不断丰富自己的经验。家长
心态端正了，孩子的入学才能走得
更平稳。”

针对关键性问题，王老师直接
支招：“临开学，喜欢熬夜或晚起的
家长就要和孩子一起调整作息时
间，帮助他提早适应小学的作息生
活；其次，给孩子设置一个固定的学
习环境，一张学习桌，家长一定要放
下手机，拿起书，坚持每晚陪着孩子
一起亲子阅读；第三，利用暑假或周

末带孩子去学校周围看一看，提前
了解小学环境，激发孩子对小学的
向往，消除入学陌生感。”

从幼儿园到小学，并不是翻山
越岭，而是童年生活的一种自然过
渡和延伸，孩子出现的“不适应”都
是正常现象，家长切莫乱了阵脚，静
待花开莫焦虑，相信宝贝、陪伴孩子
一起成长！

小升初之后，同学们将逐渐拉
开初中学习的序幕。在新的环境
下，每个学生和家长都想奋力为三
年后的中考一搏，但是初中期间会
遇到很多困惑和苦恼。小学升初中
不仅面临着知识内容、学习方法上
的衔接，还面临着人际交往的衔接
和家长思想教育上的衔接等。小升
初衔接做好了，将是影响孩子一生
的关键所在。

同时身兼中学教学和初一新生
家长两重身份的刘丽萍老师介绍，
中学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与小学
有很大不同：首先，科目增多，容量
加大，要求学习有计划性，学习科目
从小学的“寥寥无几”到中学的“五
花八门”。比如，七年级要学语文、
数学、外语、政治、历史、地理、生物、
微机等 12门课。课程门类增多、内
容增加，难度大了，要求高了。如数

学，除了学好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还增加了动手操作的内容。在课程
安排上也不同，小学生要学习语文、
数学、外语，排课比较集中，中学语
文、数学、外语一般每天安排一节
课，而政治、历史、地理、生物，每周
安排二节。七年级新生开始对这样
的安排不适应，往往出现手忙脚乱
的情况。这就要求针对新的学习内
容、学习特点，主动接受新知识，制
定出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合理科
学地安排好时间。

此外，小升初也要做好心理衔
接。二级心理咨询师汪苏老师谈
道：对于学生而言，从小学到初中这
一时期，其个性心理品质正处于一
个重要的转型时期，具有以下特点：
自主性、独立性增强，但自控能力
差。小学生特别相信权威，听父母
的话、听老师的话。到了初中，独立

自主性加强，有摆脱家长和老师的
倾向。对于父母的劝说、老师的教
育往往听不进去，甚至产生逆反心
理。他们正处于从童年期的幼稚向
青年期的成熟发展的过渡阶段，自
控能力、承受能力、正确处理问题的
能 力 还 不 够 强 ，看 问 题 还 不 够 全
面。这阶段他们特别需要多和老
师、家长商量，使自己少走弯路，逐
渐走向成熟，切不可一意孤行。有
的孩子在小学阶段是学生干部，但
到了新学校后，以往的优越感荡然
无存，地位从“众星捧月”一下跌到

“无人知晓”。强烈的失落感和自卑
感会让很多新生失去心理平衡。这
个时候，就需要走出以自我为中心
的狭隘心理，增强心理承受能力。
同时要学会欣赏别人、欣赏自己，以
赞扬的眼光看待他人和自己的优点
长处，学会取长补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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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小学新生相继入学报到。一旦开学，许多困惑必定迎面而来，最为纠结的莫过

于幼升小、小升初、初升高等一系列的衔接问题。

实际上，每个孩子不仅拥有自己的特点，更显示出他所在家庭和家长的特点。这一点

在融入新环境的过程中更为明显。适应学校生活的快与慢、心理反应的轻与重，与孩子的

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与家长是否能够积极配合学校，是否能够及时转变角色有很大关系。

新学期开学之际，记者针对不同阶段衔接问题，为大家提供解决方案，帮助孩子完成衔

接阶段华丽转身。

A 你好，小学一年级新同学
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来了

C 你好，高一新同学
学业变化提前准备

B 你好，初一新同学
学习衔接、心理准备同样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