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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家庭教育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孩子的成长与进步显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成熟过程，无数事实说明，孩子的成长与进步离不开父母
的教育与帮助。
福禄贝尔说得好：“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
”这句很有哲理性的话形象而深刻地说明了父母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曾把儿童比做一块大理石，认为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6位雕塑家，依次为家庭、学校
、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以及偶然出现的因素。
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其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正因如此，自古以来，人们对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
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人们对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更是寄予了无限
期望。
这样，怎样做一个称职的父母这个永恒的话题，再一次受到了人们的广泛重视。
我们坚信：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成就人才是不可或缺的。
如果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为父母们打开教育的一扇神奇大门，那么，新父母学校就释放了巨大的教
育能量。
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父母根据自己的教子方法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取得了成功，这些教子
方法无疑是一种重要的经验。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小学家庭教育的100个难题>>

内容概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关心、指导和帮助。
《小学家庭教育的100个难题》从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选取年轻父母教育孩子过程中常见的100
个难题，分学习指导、心理发展、家庭保健等六个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具体案例进行通俗易懂地解
读，让年轻的父母学会理性地、科学地、智慧地解决问题，成为新一代合格的、优秀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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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孩子入学后，校园变了，老师变了，同学变了，这些变化肯定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不适。
在心理学上，这属于社会适应能力的范围。
如何帮助孩子适应这些变化，在前面的内容已经涉及，这里不再哕嗦。
现在要跟家长讨论的是，如何帮孩子适应小学的学习生活？
孩子从幼儿园进入小学，便开始接受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学校教育。
在生活环境、生活节奏、生活习惯和学习活动等方面，与幼儿园有很大的区别。
幼儿园的主要活动是游戏，上课也多结合游戏来进行，孩子是在轻松愉快的活动中增长知识、陶冶性
情和培养品德的。
而小学则以课堂教学为主要活动，学生在校要接受一定的纪律约束，按时完成指定的作业、接受成绩
考核等。
这就难免会使孩子产生一些不适应的感觉。
入学初期不适应是正常现象。
如何帮助孩子适应小学生活呢？
幼儿园与小学是两种不同的生活与学习环境。
孩子在幼儿园得到老师和保育员的精心照料，而到了小学，许多方面都要求孩子自我管理了。
如课间10分钟，需要孩子自己安排活动，包括喝水、上厕所等；在幼儿园孩子们以游戏为主要活动形
式，是寓学于玩的，而到了小学则是以课堂学习为主要活动形式了；在幼儿园一般都能保证充足的午
睡时间，而到了小学可能就没有午睡时间或只有短暂的午休。
还有，孩子每天早晨人园时间往往不是限制得很死，但到了小学则必须在规定时间到校。
所以说，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差别很大，我们有必要来了解这些变化。
一、小学和幼儿园的差别（一）学习方式不同幼儿园所学的内容是与幼儿生活紧密相关的、相对比较
浅显的知识，差不多都是蕴藏在游戏中的，如“奇妙的影子”、“各种各样的车”发展幼儿的观察、
比较、概括等能力，绕口令锻炼幼儿准确发音能力，看图说话锻炼幼儿观察、想象、语言表达、逻辑
思维的能力等。
小学的教育内容是成体系的学科知识，小学的学习是分学科的，确切地说是以符号为媒介的学科知识
，它的抽象水平相对较高，与学生的日常生活有时有一定的距离，并且要求孩子对所学的内容不管有
无兴趣，都要投入极大的努力。
在孩子们刚刚开始接触学习生活时，很可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
（二）师生关系不同幼儿园老师就像是孩子们“白天的妈妈”，可以依赖，孩子和老师的关系是非常
亲密的；小学老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社会对孩子的要求，具有规定性和强制性，在和孩子的关系上
不像和幼儿园老师那么亲密，老师对孩子的评价会更加客观，孩子需要努力才能获得老师的认可。
（三）同伴关系不同孩子们在幼儿园活动中有人充当指挥有人服从，或各玩各的，同伴关系相对比较
自由。
而小学的班级则要求共同负责共同尽义务，需要为自己负责，也要为别人负责，如打扫教室卫生、参
与比赛、学习中的共同合作、互相帮助等，需要树立很强的集体责任感。
二、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采取下列策略（一）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教育心理学认为，在孩子的
学习动机中，兴趣是最现实、最活跃、最起作用的因素。
因此，引导孩子热爱学习，应着重在激发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1．爱护和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好奇心和求知欲是学习兴趣的源泉，家长对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要倍加爱护。
当孩子向家长提问时，家长切忌因自己家务繁忙或心情不佳而冷淡或斥责孩子的提问。
2．培养孩子的学习自信心。
初入学的孩子的学习自信心往往受教师和家长对其学习结果的评价所影响。
多肯定、多鼓励就会增强孩子的自信心，常否定、常批评就会挫伤孩子的自信心。
因此，当孩子的学习成绩较差时，家长千万不可急躁，更不要斥责、辱骂，做家长的要跟孩子一起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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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静气地分析没有学好的原因，提出一两个有针对性的要求，可以鼓励他说：“我相信你是有能力把
学习搞好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努力就会有收获的。
”3．为孩子创造运用所学知识的机会。
初人学的孩子所学的知识十分有限，运用知识的场合则更加有限了。
对他们而言，与其说是运用，倒不如说是表现。
六七岁的儿童几乎都有着强烈表现自己的欲望，家长应善于利用机会为孩子创造这样的情境。
例如家里来了客人，可以让孩子给客人背诵儿歌、古诗或学过的课文；表演在学校里学过的歌舞；让
客人看看孩子的作业本、图画或手工制品等。
孩子在这样的过程中，不仅巩固了学过的知识，而且体验了学习的乐趣。
4．给孩子树立学习的榜样。
家长要善于给孩子树立学习的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要引导他们热爱学习，并逐步培养他们对学习的责任感，要对初入学的孩子进行思想教育，但不宜讲
许多大道理，应重在让事实说话，如多讲一些生动感人的故事等。
5．家庭中要有浓厚的学习气氛。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的身教胜于言教，对孩子起着潜移默化的
作用。
（二）教给孩子学习的方法学习要讲究方法，学习得法，事半功倍；学不得法，事倍功半。
学生学会怎样学习，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家长应该配合学校指导孩子学会学习的方法。
1．辅导孩子学会上课。
要求孩子上课时专心听讲，注意力集中，不想、不说、不做与本节课学习无关的事。
要开动脑筋，不懂就问。
要遵守纪律，认真练习。
2．辅导孩子学会做作业。
要求孩子当天的作业要当天完成，不要拖延到第二天。
让孩子独立完成作业，有不会做的地方要鼓励孩子自己动脑筋想办法，不依赖别人。
家长不要陪读陪做，更不能代替孩子做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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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教育存在的危机不断用触目惊心的事实给我们现行的教育敲响着警钟。
实用主义的理性关怀和人们对教育的短视行为已经遮蔽了教育的真正意义，潜在的功利主义则悄悄地
将中国教育推向危险和罪恶的深渊。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敏感而遗憾地认识到，今天的教育视野已经没有太多理
想的精神和希望的追求倾向，中国教育一直在痛苦的挣扎中缓慢打转前行。
正如章敬平先生所言：从欧洲到美洲到中国，从陶行知到蔡元培到朱永新，被苏联教育模式和“分数
教育”中断了半个多世纪的“新教育实验”，在苏州擦亮了“教育复兴”的点点星火，并以燎原之势
，蔓延到中国的大半壁江山。
当下，仅凭个案的成功，就宣称新教育实验决非理想主义者的最佳选择，还为时尚早。
可以断定的是，作为一场对抗“教育异化”的实验，理想主义者试图从源头上救赎中国教育危机的努
力，起码可以视作以“人的教育”为旨要的“新希望工程”的剪彩仪式。
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实验用对理想的追求给现实的中国教育打开了希望之窗，江都市国际学校在参加
朱永新教授的新教育实验之后，开始了“一体化教育”理论和实践探索，特别是对新父母学校的探索
和研究。
不长的实践告诉我们，新父母学校是“一体化教育”的最佳选择。
新父母学校让父母、教师与学生一起成长，让享受教育的幸福、追求教育的卓越成为可能。
其实，为人父母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工作，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无数父母在不断地探索着这样一个
问题：我们到底要培养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又了解多少呢？
在他情绪低落的时候，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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