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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四五规划提出“开好局”“起好步”，小学教育是

义务教育之起点，小学教育在教育性质、课程设置、教学方式等

方面都与学前教育有较大区别，因此学生在学习、生活等方面都

会出现一些问题。本文针对小学生常见的听课、写作业等方面的

问题，描述其现象、探析其原因并提出可行的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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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从宏观上提出我国社会经济要“开好局”“起好

步”，这就需要各领域各部门都要凝心聚力抓基础从而起好步。

就教育领域而言，小学一年级的孩子们更需要“开好局”“起好步”，

系好第一粒纽扣。

刚刚步入小学的孩子们在学校学习、家庭生活等方面会出现

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若能得到及时恰当地解决，就能助力孩子们

活泼而健康地成长，为人生的持续发展打好基础。那么，一年级

的孩子会遇到哪些问题？家校育人共同体应该如何携手起步，风

雨同舟照初心，润心育人开新局呢？

一、自主学习形成好习惯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大部分小

学生的家庭环境都比较好，父母工作稳定，会使孩子学习轻松，

成绩优秀；当然，也有部分小学生的家长外出打工，没有功夫管

孩子，孩子的学习会遇到各种问题，甚至每天完成作业都会有困难。

面对这样的不均衡现象，怎么能让这些孩子融入集体，避免大的

差距呢？

（一）亲子对话快乐听课

小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与幼儿园有比较大的差别，幼儿

园的课程具有启蒙性，浅显而且生活化，教学方式是保育和教育

相结合，以游戏和活动为主；小学课程则是比较系统化的学科知识，

学生是坐在课桌前学习的，以听、说、读、写为主要路径获得知识。

如果孩子没有很快适应新的学习方法，他就会惯性地处于幼儿园

的游戏和活动的状态中，出现小动作，影响注意力的集中，不能

专心听课。

在课堂上，老师会提醒学生上课认真听讲；在家里，家长也

要多与孩子交流，提醒孩子并给予鼓励。因为家长走心的事情会

引起孩子们的注意，所以，当孩子放学后回到家里，家长要过问

一下今天上了什么课？老师讲了什么有趣的知识？家长若能每天

坚持这样问，认真听孩子的表达并及时回应，那么，孩子会更加

认真听课，听课的好习惯就容易养成。另外，父母和孩子加强沟通，

家长不仅能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而且会跟孩子建立更深的亲情。

（二）横平竖直细心写字

小学低年级的学生写字歪歪扭扭很稚嫩，老师会从一笔一划

慢慢地开始训练，把字写端正，等养成习惯之后，写字速度再加

快也不迟。孩子们的字各有特色，有的瘦，又的胖，有的圆，有

的方，但是只要清楚就没有大问题。

欲使孩子把字写好，家长需要观察几次孩子写字的过程。其实，

把字写工整写清晰并不难，只要字在方格中的位置合适，横写平，

竖写直，笔画搭配均匀。家长需要挑选其中写得好看的字赞美一下，

孩子更容易找到把字写好的感觉。家长只给孩子下命令“把字写

好！”这没有多大用处，一定要观察哪一部分写得好，为什么好，

哪一笔画写得不好，为什么不好，这一笔画怎么纠正，这样孩子

才能觉察到原因，进步更快。

（三）心无旁骛完成作业

经常有家长反映孩子写作业时磨蹭，小动作特别多，喜欢摸

摸这，看看那，不能安下心一鼓作气把作业写完，等到写完作业

时已经很晚了。有家长幽默地说“有一种痛苦叫陪娃写作业。”

其实，小学一年级的作业不多也不难，孩子边玩边写也很快

完成了。有的孩子看着电视写作业，也能写完，但是，这样会损

坏孩子的注意力，不能养成专心学习的习惯。有的家长认为只要

写完就行，也不阻止，时间长了，孩子容易分散注意力，不能持

久地把注意力保持在一件事情上。以后到高年级作业任务重了，

完成起来就感觉吃力。所以，孩子在一年级时，养成写作业的好

习惯很重要。

另外，家长也需要反思一下自己的的言行，如果孩子回家就

打开书包，准备写作业了，就不要说一句：“赶紧写作业。”别

以为这句话可有可无，反正孩子已经开始写作业了，说说也没啥。

其实多说一句不如不说，孩子听多了，会认为家长早晚会催我写

作业，我先不写，等你催了我再去写也不迟。孩子甚至会认为写

作业是替家长做事情，不是自己的事情。有的家长会给孩子增加

任务，买练习册，孩子写完了这个还要写那个，孩子感觉累，又

不敢违背父母的命令，于是，他就用磨蹭来表示抗议。

因此，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家长要多观察，少干扰。先观

察孩子回家之后的行为，他如果回家就写作业，家长就不要说他

什么，让他安安静静地，专心致志地完成作业。父母对孩子要宽容，

也要有分寸。如果孩子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那也是允许的，但

是看电视是不可以的，作业完成之后再看电视。家长不要给孩子

增加学习任务，不勉强孩子多做题，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就可以了。

如果孩子学有余力，对识字、阅读、做练习有兴趣，那就由他自

由选择。

二、有章可循才能成方圆

有人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印件”，如果孩子在生活习

惯方面有问题，那么，问题的根源一定在父母身上。

（一）紧一紧时间之弦

一年级的孩子养成珍惜时间的习惯非常重要，时间是宝，用

哪哪好，对学生来说，抓住了时间就是抓住了收获。上午，学生

精神饱满地早早来到教室，向老师问好，接受老师满面笑容的赞许，

孩子的心里是多么的愉快啊！但是，如果孩子经常迟到，老师还

会赞许他吗？即使老师不说什么，孩子也会感觉没有面子。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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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别人同学不迟到，自己经常迟到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可能是父母工作忙，晚上加班熬夜，

早晨醒不来，无法及时叫醒孩子起床，引起迟到；也许是家人没

有规定孩子的上床时间，孩子有时入睡太晚，第二天早晨叫不醒；

或许是晚上按时睡觉，早晨也按时起床，但是，睡觉前没有提前

准备好书包文具，临时收拾耽误了时间。

因此，学生有必要制定一个作息时间表贴在墙壁上，此法值

得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家训，“一

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也是很励志的成语。早晨的时

间非常珍贵，早餐很重要，是孩子整个上午四节课精力充沛地听

课学习的能源。要想早晨让孩子从容吃好早餐，家长自然从容地

送孩子上学，晚上睡觉前就把第二天要穿的衣服、书包、早餐食

材等准备好，然后准时睡觉，保证准时起床。

（二）放一放管理之权

孩子的自我管理能力是一种综合能力，表现在学习上，也表

现在其他方面。自我管理能力强的孩子，能自觉完成作业，显得

聪明自信；自我管理能力弱的学生，需要家长催促完成作业，会

显得不够自信。

现在没有参与过做饭、洗衣等家务劳动的孩子大有人在。其实，

家务活容易学会，便于孩子获得自信心，孩子会的多了，就显得

勤快，灵巧又懂事。请父母多给孩子提供自我管理的机会，不要

剥夺孩子自我管理的权利。因为孩子是在过自己的人生，给自己

学习，不是给家长学习。

有的家长会习惯性地说：“你给我好好学习！”这样说话会

传递给孩子一种错误观念，学习是任务而不是乐趣，学习是替父

母做事而不是为自己做事。久而久之，孩子会厌学，甚至会放弃

学习。所以，家长要学会引导、扶持，适时地放一放管理之权，

特别是在孩子专注写作业时，阅读时，甚至玩玩具、玩游戏时不

要去打扰他，以免干扰孩子的良好注意力。

（三）导一导做事之行

有个学生做事马虎，写自己的名字时，把杨鹏午写成杨鹏“牛”，

把同桌的书或作业本错装进自己的书包带回家，写完了家庭作业

却没有把本子装进书包带到学校，不能按时交作业。

孩子出差错的内因是不够细心，作为家长，孩子有了问题，

不能发脾气骂孩子，这样孩子情绪紧张，无所适从，更容易出错。

当然，家长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对孩子的问题熟视无睹，不

当回事，这种不当回事很可能成为默认，成为变相的鼓励。另外，

家长做事不认真也会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

因此，家长自己要认真做事，给孩子做好榜样。另外，家长

不要给孩子贴标签，不要在别人面前说孩子马虎。因为孩子可塑

性很强，改得也快。

三、淡定处事才有大格局

小学生不在父母和老师的监督下，经常闹出意想不到的事情，

和同学斗嘴动手，损坏东西，或者磕碰、摔倒、受了伤。偶遇这

种情况，往往是事情本身没有什么，家长的言行有时太过，因此

家长的情绪和态度非常关键，需要把持好。

（一）情绪要管理好

儿童是活泼爱动的，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里都会出现一些我

们预测不到的事情。儿童的生活经验非常少，他们按照自己的意

愿行动，很少能预测结果，所以经常会意外闯祸。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老师和家长都要管理好自己的情绪，保

护好孩子，要从孩子的视角看问题，而不是从成年人的视角评价、

处理问题。我们要给孩子讲清道理，尽量让孩子开心愉快，顺利

成长，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安全感，不要冤枉孩子。

（二）陪伴要跟得上

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经常很无助，会积累很多问题。问题多了，

孩子即使见到父母，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干脆就不说了，保持

沉默。他不能依靠父母，也不会信任父母，有事情也不告诉你。

孩子需要父母陪伴，父母陪伴会给孩子安全感，无论爷爷奶

奶多么亲，老师对孩子多么关心，他们都代替不了爸爸妈妈的位置。

孩子在童年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感觉是安全幸福的，否则是有缺

憾的。如果孩子读小学一年级时父母不在身边，孩子早晚回想起

小学一年级的日子，他的记忆中没有父母的身影，父母是空白的。

父母能做的事情，爷爷奶奶和老师都未必能做到。

家长要每天和孩子一起相伴 10-30 分钟，因为陪伴会发现孩

子的问题，及时帮助孩子解决问题，使孩子顺利成长。父母即使

不在孩子身边，打电话或视频跟孩子聊聊天，也可以了解孩子的

生活情况。

（三）格局要再提升

有的家长说学生看杂志看课外书没有用，和同学一起玩没有

用，参加学校的演讲比赛等活动没有用。在这些家长眼里，只有

读书写作业才有用，此乃功利之心。其实，现在的升学考试，不

仅考查知识，而且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些能力需要学生

了解课本以外的知识，语文中的阅读材料涉及面非常广，作文也

需要学生有丰富的生活素材。

“处处留心皆学问”。生活中到处都有可以学习的知识，学

习要联系生活实际。小学生本来是很爱学习的，他们有好奇心，

对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兴趣，特别喜欢去学习、去探究。所以，请

家长们要保护好孩子的好奇心，帮助孩子去探究这个世界的奥秘。

四、结语

总之，小学教育与学前教育在教育性质、课程设置、教学方

式等方面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家长和老师都要做到知己知彼，即

家长不仅要知道自己孩子的身体变化和心理特征，还要了解学校

的要求；教师不仅要知道教学要求，还要了解学生的家庭基本情况，

这样才能形成育人共同体，做好基础教育工作，在孩子成长的关

键期，共同携手润孩子之心，助力他们开好局，起好步，平稳步

入学习生活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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