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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七年级新生家长的一封信
周佳佳

河南省第二实验中学　河南　郑州　450003

小升初的转变，是一个痛苦蜕变的过程，是一个重塑自

我的过程，是一个快速成长的过程。在这项艰巨的工程中，

我们一定会遇到问题，孩子的各种不适应、不跟趟：作业科

目陡增、作业量加大、不会合理利用白天在校时间、做事拖

拖拉拉、感到精力不足、学习浅尝辄止……展现给我们真的

是一个巨大的工程。

在这个“巨大工程”启动阶段，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观察和思考，希望对于初次做“初中生家长”的您，能有所

帮助：

1. 发生问题是常态，直面问题。

孩子刚刚从小学进入初中，作息时间、学习科目、作业

要求、试题难度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与“天真无邪”

的小学截然不同，在适应的过程中，会与旧有习惯发生激烈

冲突，是个“破旧立新”的过程，是真正的痛苦的过程。孩

子的不适应、不跟趟是正常的，发生各种问题也是正常的，

甚至发生一些严重的问题（诸如：厌学、逃学、情绪波动、

顶撞老师等）的学生也有存在。

同时，您将拉入这项巨大的工程，由我们一起来面对。

这时候，您千万不要慌张，更不能对孩子，甚至对教育充满

失望。我们要告诉自己，发生问题是常态，直面问题是方法。

我们的情绪波动，直接会影响孩子所处教育生态中的每一个

人，更重要的是影响孩子本人。

最好的办法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2. 和善而坚定是原则，积极干预。

在这关键的转折期、重塑期，我们要抱定两个信念：

“一切的成功，都不如教育的成功”。我们把孩子培养成

了人才，你留给他多少钱有什么意义？孩子的成长出了问题，

你留给他多少钱又有什么意义？路遥也曾说过：“一个人的人

生是漫长的，但紧要处就那么几步，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

此时，我们放慢工作的节奏，甚至降低生活的品质，只要能

在短短的三年中，为孩子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还有

什么可计较的呢？

“磨刀不误砍柴工”。俗话说“万事开头难”，我们希望

孩子能“独立自强”、“自主学习”、“积极向上”，可是这些

品质也都是一步一步的培养出来的，绝不是一次谈话、一场

励志、一段“鸡汤”能快速成型的。孩子小时候，我们为了

节省上班时间，受不了孩子的磨磨蹭蹭，禁不住替他穿衣打

扮，可一直到了小学高年级，我们可能还在感叹孩子的自理

能力差，给我们自己的工作带来了诸多不便。可否想过，当

初的“节省”造成了今后常年的“浪费”。我始终坚信，“一

切失败都源于取巧”。我们希望将来自己的孩子“独立自强”、

“自主学习”，那现在，我们就带着孩子一起去感受学习的整

个过程，去指导孩子如何做事，用监督去落实每一个习惯的

养成。当孩子感受过付出能带来回报，他一定会乐此不疲的

去追求更高的成功，那时，还需要我们那稀薄可怜的“心灵

鸡汤”吗？直面问题时，我们不急不躁，全程参与时，我们

积极干预。

3. 自我逻辑是根本，感恩老师。

有一个小故事：“A 在过马路，他看到绿灯后，就大摇大

摆的往前走。此时，醉汉 B 驾车直冲而来，最后 A 不幸身

亡。”谁要对 A 的不幸负责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定是

B 的全责。可结果是 A 死了。如果 A 还可以选择的话，赔

付多少钱 A 都不会愿意放弃生命的。从自我逻辑来讲，A 也

要为自己的死亡负责，绿灯也要查看左右是否有来车。可能

有人会有这样的心态：“看他敢撞我！”真的撞了你，即使赔

钱，你愿意承受那份痛苦吗？

有一种攻击，叫“自残式攻击”：老师不喜欢我，我不

学你的学科了！老师批评了我，我要自杀！……在当今社

会，教育被重重监督，是不是有些家长也在做“自残式攻击”

呢？孩子送入学校，首先想到的是，教育是学校的事，孩子

的学习全部寄托给了老师，当老师反馈了问题后，一句“你

是孩子的老师，这些事都应该是你的”，完全摆脱了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试问：“孩子是谁家的啊？孩子未来的问题是谁必

须面对呢？”

同样作为一名家长的我，时刻提醒着自己：孩子是自己

的，孩子的成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成长的结果也是我必

须承担的。

在初入中学以后，在重塑习惯的七年级，老师一定会将

孩子的各种问题，及时、全面的告知家长，作为监护人，您

有知情的权利，作为监护人，您更有教育的义务。但请您一

定记住：老师一定是在批评、引导孩子之后，才会告知您的，

绝不会一味的把工作推给家长，而且也正是因为孩子需要离

校，老师才需要寻求您的“无缝衔接”式合作，目的都是为

了孩子更快的走上轨道。

任何时间，任何老师，对孩子甚至家长的高要求，都只

会让我们的孩子更好！抱定这个信念，家校教育会有一个不

可估量的成效。

在您收到各科老师的反馈时，一定要将这个反馈让孩子

知晓；

在您让孩子知晓老师的反馈时，一定要经过艺术的加工

和改造；

在孩子知晓了老师的反馈后，一定要严格督促孩子按照

要求去提高。

老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与您的孩子没有血缘关系，

却愿意因您的孩子进步而高兴，退步而着急，满怀期待，助

其成才，舍小家顾大家并且无怨无悔的“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