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过一周，岛城中小学将迎来新
学期，一批新生将开启全新的学段生
活。为了帮助家长更好了解新学段教
育教学规律，助力新生顺利完成学段
适应，近日，青岛市北区教育和体育局
主办的“市北家长大课堂”开课，围绕
入园适应、幼小衔接、小初衔接三个关
键期，邀请家庭教育名师为家长“补
课”。其中，青岛平安路第二小学素养
发展中心副主任袁凤为家长们带来了

“调整焦点 助力成长”一年级家长入
学必修课，帮助家长和孩子共同完成
成长过程中第一次重要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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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城市信息模型（CIM）山东省工程研究
中心揭牌仪式暨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在青岛理工大
学西海岸新区主校区举行。

据介绍，省工程研究中心依托青岛理工大学
建设，由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北京构力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山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共建，是旨在实现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年远
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的“完善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
运行管理服务平台，构建城市数据资源体系，推进

城市数据大脑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心聚焦
新型城市基础设计建设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融
合，开展关键技术理论攻关和具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系统应用，助推智慧城市的发展。

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青岛理工大
学校长谭秀森共同为三家共建单位授牌。青岛理
工大学副校长金祖权表示，作为中心依托单位，学
校将联合三家共建单位，将中心建设成为创新资源
集聚、学科布局合理、人才优势突出、产业形态高

端、载体建设专业、公共平台完善、服务体系完备的
科教创新示范区和一流的智慧城市创新高地、人才
高地和产业化高地，促进大项目落地、大成果形成，
为山东省经济发展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揭牌仪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志强、清华大
学教授杨滔、青岛市勘察测绘研究院院长张志华、
北京构力有限公司总经理夏绪勇、山东省城乡规
划研究院副院长邵光平分别作了主旨报告。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张琰 通讯员 王妍

幼升小影响孩子终生学习
“幼儿园升小学是人一生中第一次进入正规

的学习环境，它对学生一生的生活态度、学习态
度、学习习惯、学习效率产生深远的影响。”讲座一
开始，袁凤首先介绍了幼升小的重要性。正是因
为幼儿园升小学对孩子未来会产生深远影响，家
长们才会对幼升小特别重视。因此，她鼓励家长
首先要对小学生活充满憧憬。

面对孩子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家长一般会
有高兴、害怕、担心、焦虑等不同心情，其中焦虑情
绪的产生主要来源于家长期待和孩子现实情况存
在落差。落差越大，焦虑就会越多，落差越小，焦
虑也越少。因此，家长想要改变焦虑的状态，一方
面可以通过降低期待、缩小落差，从来降低焦虑程
度；另一方面可以提升孩子的能力。通过学生入
学适应期能力的提升，家长期待值的适当降低，从
来缓解家长和孩子的幼升小焦虑。

各个击破新生入学常见问题
进入小学，很多孩子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丢

三落四、没有计划性，拖延磨蹭、不太积极，交友问
题，面对规则和要求对抗、不情愿等。在她看来，
孩子丢三落四、没有计划性，很大程度上因为家长
平时“代劳”太多。“把孩子应该做的事情还给他，
才能彻底解决没有计划性和丢三落四的问题。”

针对拖延和磨蹭，袁凤解释，从 7月份幼儿园
毕业到 9月份小学开学，虽然过了两个月，很多家
长也为孩子做了一些心理铺垫，但孩子们实际并
不能很快适应小学状态，孩子还要经历适应期，这
个阶段就特别需要家长暂时忘掉“小学适应”这个
问题，更多花时间陪伴孩子做孩子喜欢的事情。

“幼儿园孩子自由活动时间有限，到了小学每个
课间孩子是自由结合来活动，交友问题就尤为突出。”
袁凤介绍，孩子出现这方面困扰，一年级家长一定要
从孩子自身出发，在家中模拟演绎邀请朋友的过程，
也可以多邀请朋友的同龄孩子与自己孩子一起玩，在
互动中观察自己孩子的状态，找出自己孩子问题所在
的关键。“这个阶段交友问题非常重要，孩子交到朋
友多，他就会高兴，他就会更加愿意去上学。”

还有些孩子面对规则和要求会有一些对抗和
不情愿。“面对孩子的对抗和不情愿，家长要看到
后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孩子们所不喜欢和对抗
的，是我们家长对待他的态度。”她强调，越是孩子
没有做好的时候，家长的态度越是重要，孩子遇到
问题，觉得有困难的时候，才是特别需要家长耐心
细致去帮助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问他，你现在需
要妈妈做点什么呢？要让孩子意识到，爸爸妈妈现
在是和他共同去面对他的问题，而不是因为这个问
题指责批评他。”在讲座中，袁凤反复强调，要学会
通过观察判断孩子的状态。“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
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家长是要帮助孩子调整状态
的，你的陪伴、沟通、你和孩子的关系非常重要。”

家庭教育要提升孩子自信心
在她看来，家庭教育的关键是发展孩子的兴

趣和自信心。“我们要让孩子对学习保持兴趣。但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我们的孩子一入学甚至还
没入学的时候，学习就成为了他和家长之间最大
的矛盾。”袁凤说，家长在辅导孩子学习时，要关注
孩子会不会。如果孩子不会，家长可以帮助他，但
一定要在孩子愿意的情况，在家长能够耐心给孩
子讲的前提下。“孩子做的每件事，都是积累自信
心的机会。很多孩子没有自信，是因为家长和孩
子在日常的相处当中，有太多次不经意之间家长
打击了孩子。自信心的建立就在我们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这些点滴就是家长和孩子的相处，家长所
说的言语都在建立孩子的自信心。”袁凤说，孩子
们和大人是一样的，一件事情他越擅长越喜欢做，
他越不擅长，越害怕越做不好。家长需要做的，就
是帮助孩子建立这个良性循环。

在小学生各学段主要习惯的养成上，低年级
主要要建立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针对刚入学的
孩子，我想教给家长们一个方法，叫作焦点管理。
我们孩子上一年级，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关注孩子
做得好的，做得有进步的，这个很重要。即使在他
做得最糟的时候，你也要相信他已经尽了全力。”她
也为家长们送上了小升初锦囊，家长一定要建立合
理的预期，让预期降低一些，关注孩子最近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学习的内容；家长聚焦的目标是陪伴学
习，不要变成家里的老师；家长要守住学习的底线，
在学习任务上做减法；家长要帮助孩子拓展学习的
外延，多阅读，多做一些家务劳动提升生活技能、提
升运动技能，从而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兴趣。

家长要有意识成为孩子榜样
“6 到 7 岁的孩子进入新环境，会寻找和模仿

他人，他最先会选择的模仿对象就是爸爸和妈
妈。在之前的6年的家庭教育当中，一直都有一双
小眼睛在看着我们，他们不是光听，还在看。”袁凤
说，在教育中有一句话，看得见的才能成为模范，
看不见的不能作为模范，所以，家长“在”很重要，

如果在这个阶段家长没有时间没有精力陪伴，那
么孩子的习惯很难建立。

她建议，家长一定要给孩子积极关注，通过及
时给予肯定、设立小目标、调整指令的循环，保护
孩子的兴趣、好奇心和自信心，从而建立良性循
环。“希望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兴趣和好奇
心，肯定进步，关注做得好的地方和有进步的地
方。当你看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张开嘴说他不好的
时候，抱怨说他有问题的时候，那就代表你的焦点
都在这些问题上。家长要调整焦点，关注他有进
步、做得好的地方。”她为家长送上了四个建议：一
是有意识地成为孩子的榜样，二是学习观察孩子的
状态，三是肯定孩子的进步、表扬孩子做得好的地
方，四是选择合适的激励方式，坚持才会有效果。

在讲座的最后，她给家长送上了一张家校沟通
铁三角图。“我们将开启一段不一样的和学校沟通的
旅程，我们期待父母和老师能在一个状态里面去沟
通。”她解释，当老师与家长沟通孩子问题时，实际说
明老师已经拿出了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孩子，
家长一定要理解这背后的关注和重视，然后再积极
地寻求解决的方法。“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孩子越来越
好，所以我们期待父母能够和老师一起携手助力孩
子成长。”最后，她希望家长和老师携手，帮助孩子
真正爱上小学，顺利开启全新的人生旅程。

幼儿园和初一新生
这些锦囊请收好

此次“市北家长大课堂”还特别邀请到了市北
区高安路幼儿园园长逄静和青岛大学市北附属中
学副校长滕全琳，分别以“给幼儿家长的入园魔法
锦囊”和“小升初遇上青春期”为题，针对幼儿园新生
和初一新生家长提供建议。在“给幼儿家长的入园魔
法锦囊”中，逄静带给家长们一套行之有效的“本领习
得教养策略”，帮助善于讲道理的家长改变说教的养
育方式，把入园焦虑问题转化为需要习得的本领，帮
助孩子建立信心，寻找到自我成长中的潜在力量。

滕全琳则结合初一学生学业任务加重、青春期
生理和心理发生显著变化这一特点，帮助家长了
解七年级孩子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业特点，通过

“善知、善理、善行”三部曲，引导家长看到青春期
孩子行为背后的因素，教会家长如何增强孩子的
情绪调控能力、如何融洽亲子关系、如何促进孩子
自我意识的发展，如何关注到孩子的真实需求，有
的放矢地帮助孩子平稳度过适应期。

据悉，“市北家长大课堂”是市北区中小学幼
儿园家长学校总校的课程载体之一，主打“理念引
领课”，每学期至少举办两场面向全区中小学幼儿
园家长的讲座，通过省内外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领域专家学者的高端引领，促成家长家庭教育理
念的更新。 观海新闻/青岛晚报 记者 王晓雨

部分幼升小家长现场听讲座部分幼升小家长现场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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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大脑”助推智慧城市发展
城市信息模型（CIM）山东省工程研究中心在青岛理工大学揭牌

新生家长别焦虑 学段衔接这样做

■相关新闻

“市北家长大课堂”邀请家庭教育名师为家长“补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