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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从幼儿园进小学
!

从小学进初

中
!

从初中进高中
!

从高中进大学
"

即

#

低幼衔接
$%&

小中衔接
$%&

初高衔接
$

和
&

高大衔接
$"

这是近几年来教育界特

别强调的教育
&

四大衔接
$"

如果衔接好

了
"

不仅有益于孩子的学业
"

对他们的

心理健康也十分重要
'

在教学上
"

幼儿园重
&

玩
$"

小学重

&

扶
$"

初中重
&

半扶半放
$"

高中重
&

始

放
$"

大学重
&

全放
$(

培养孩子心理健康

的过程也大致如此
"&

四大衔接
$

是一个

生理和心理剧烈变化时期
"

要让孩子在

成长的
&

四大衔接
$

上做到
&

无缝衔接
$"

自然流畅
"

仅靠学校和老师是不行的
"

家庭和父母同样责任重大
(

家长要不断转换观念
"

做有心人
(

例如
"&

低幼衔接
$

称为
&

心理断奶期
$"

在
&

低幼衔接
$

中
"

爸爸妈妈特别要告诉

孩子
"

小学老师与幼儿园老师不同了
"

小学老师说话声调变了
"

不拿你当宝宝

了
(

此时
"

父母要向孩子解释
"

这是因为

你长大了
"

变成了学生
"

你有了班集体
"

有了纪律约束
"

你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

必须完成规定的学业
(

老师是教他们本

领的人
"

但不是妈妈
(

要使孩子直觉感

到上学的好处和乐趣
"

也要教育孩子热

爱学校和老师
(

生活作息上
"

家长也要

帮孩子做较大调整
"

以适应学校生活不

同于幼儿园的快节奏
(

再例如
"&

初高衔接
$

的孩子正处在

&

心理逆反期
$(

初中到高中
"

此时
"

孩子

的自尊
%

自信和独立感会大为膨胀
"

他

们不轻易听信别人的意见
"

对许多事持

分析和批判的态度
"

特别反感人们把他

们看成小孩子
"

怕别人
)))

特别是同学

看不起自己
(

此时
"

父母的民主态度就

显得特别重要
"

要多听孩子说什么
"

鼓

励他们畅所欲言
"

对人对事评头品足
(

不要一味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看法强

加给孩子
"

而是要循循善诱
"

多多沟通
(

&

高大衔接
$

非常重要
"

称为
&

全独

立人格期
$(

有一些大学生的自我伤害
%

伤害他人
"

甚至严重反社会行为
"

或多

或少地与
&

高大衔接
$

不好有关
(

高中阶

段是一个人自我概念形成的关键期
"

但

目前的基础教育却以向大学送生源为

终极目标
"

有时可能忽略了学生身心和

谐发展与良好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
(

大

学美好生活的超现实期待往往成为高

中生拼搏的动力
(

可考入大学之后
"

很

多学生发现
"

实现理想的路还有很长
"

而且
"

高中学习好的孩子往往有以自我

为中心的倾向
"

习惯被夸奖和被欣赏
"

因而进入平等互动的大学人际氛围内
"

感到很不适应
(

此时又缺乏中学老师细

致的教育和牵引
"

一些学生因此迷失
(

因此
"

家长要重视
&

高大衔接
$"

最好提

早做准备
"

如对孩子上了大学以后的前

程不要过分夸张和夸耀
"

此举可降低大

学新生心理困惑的实质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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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时光总是显得特

别短暂
"

一转眼暑假结束了
(

这两天晓雷总是对着日历发

呆
"

眼看着离开学的日子越来

越近
"

晓雷的眉头也越皱越

紧
(

一想到开学后紧张的学习

生活
"

没有了假期的
&

逍遥自

在
$"

晓雷就忍不住要叹气
(

与

晓雷有类似感受的同学并不

在少数
"

有些同学除了不愿意

开学外
"

还出现了一些生理反

应
"

比如头晕头疼
%

心慌心悸
%

失眠不安等症状
"

这些症状的

出现
"

都表明孩子正处于
&

开

学焦虑
$

的情绪之中
(

为什么会出现
&

开学焦

虑
$

情绪呢
*

其实这件事并不

难理解
"

清华附属中小学网校

的心理专家归纳了以下几点

原因
+

第一
"

假期生活少约束
,

无规律
(

假期对于绝大多数同

学而言都是难得的放松机会
"

经过了紧张的期末复习和考

试
"

很多同学都想在假期中好

好休息一下
"

不用晚睡早起
"

没有严格的时间表需要遵守
"

不必担心老师的监督和管理
"

也没有同学间的矛盾和不愉

快
--

一切随心所欲
(

习惯了

散漫的作息方式
"

自然不愿恢

复开学后紧张
%

有规律的学习

生活
(

第二
"

担心新学期的课业

学习
(

开学后升入新的年级
"

课业的难度自然也会有所增

加
"

面对可能更加忙碌的新学

期
"

同学们心中不免担忧
"

自

己是否能够掌握新知识
*

学起

来会不会感觉吃力
*

尤其是成

绩不够理想的同学
"

对此更是

忧心忡忡
(

第三
"

假期作业没完成
(

&

前松后紧
$

是不少同学的学

习习惯
"

特别是面对暑期这样

一个长假
"

很容易将作业拖到

最后
(

临近开学
"

作业却仍然

没有完成
"

只好在最后几天熬

夜加班
"

弄得自己筋疲力尽
"

又怎会有心情准备开学呢
*

无论同学们是怎样想的
"

开学的时间的确是越来越近

了
"

因此
"

趁此机会尽快调整

一下自己的身心状态
"

对于迎

接新学期的到来是一件十分

必要的事情
(

作为家长
"

可以尽量帮助

孩子恢复正常的作息规律
(

缩

短娱乐时间
"

适当增加学习时

间
"

督促孩子按时就寝起床
(

对于对新学期心怀担忧的孩

子
"

家长们可以与孩子一起回

忆一下学校里发生的趣事
"

并

和他讨论新学期的目标
%

远

景
"

使其对新学期产生期待
(

作为学生
"

除了要积极调

整好作息时间外
"

还要对暑假

做一个小结
"

看看自己在假期

中有什么收获和需要吸取的

经验教训
(

同时要对新学期做

一个大致规划
"

以便找到新的

方向
(

此外
"

还可以增加与同

学们的联系
"

让友谊为新学期

预热
(

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

半
"

希望同学们能够利用暑假

最后的时间
"

为新学期做一个

很好的准备
"

迈出漂亮的第一

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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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开学了
"

父母和亲戚都要送我

去学校
"

可我已不是小孩子了
--$

准

大学生开学前多了一个
&

甜蜜的负担
$(

不少新生希望有一个全新
%

独立的起

点
"

在送学问题上与父母产生了分歧
(

毕业于某中学的小高将到松江大

学城报到
"

她对大学生活非常期待
"

早

早做起了各种准备
(

这几天
"

小高和父

母之间起了一点争执
( &

开学那天
"

他们

不仅自己去送我
"

还包了商务车
"

爷爷
%

奶奶
%

阿姨
%

姨父等亲戚准备一起陪我

去报到
(

我一个人上大学
"

为什么要这

么多人送
* $

小高告诉记者
"

收到大学录

取通知书那一刻起
"

她就决定要开始独

立的人生
"

到时候有这么多人送学
"

万

一老师看到了
"

肯定留下不好的印象
(

小高这几天一直和爸妈软磨硬泡
"

希望

他们放弃
&

全家出动
$

的念头
"

不过仍未

与父母达成一致
(

有这种苦恼的准大学生并不少
(

多

数新生表示
"

不愿让家里太多人送学
"

独身前往或仅一位长辈陪同
"

才是理想

的
&

开学状态
$"

但这样的想法往往不被

家长所接受
(

记者作了一个小型调查
"

发现很多家庭的新生送学计划中
"

学生

与家长的比例多数为
!"#

或
!"$

"

有的

家庭甚至会出动十几位亲戚
"

足以坐满

一辆中型巴士
(

&

学校鼓励新生独自报到
"

不提倡

太多的家长送学
( $

上海交大材料学院

党总支副书记钱静峰告诉记者
"

很多学

校在录取通知书里有所暗示
+

不欢迎家

长
&

集体送学
$(

钱静峰为此向家长和新

生分别给出了建议
+

父母要学会换位思

考
"

孩子想独立的时候得不到支持
"

他

们以后是不是会有更强的依赖性
*

学生

也不能有太强的叛逆心理
"

要与父母坦

诚地沟通
"

并讨教一些生活经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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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暑热和漫长的假期
"

新的一

学期又要开始了
"

孩子们难免因游玩过

度而收不回心
"

有的孩子甚至一提起开

学就喊头痛
(

此时
"

作为家长
"

我们应该

为孩子做些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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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海边去游玩
%

在家疯看电视狂玩

游戏
%

每天睡到自然醒
"

在假期
"

大多数

孩子的作息时间都被打乱了
(

最近
"

不

少家长抱怨
"

不知为什么临近开学了
"

孩子却说不想去上学了
"

尤其是一些暑

期作业未完成的孩子更不想去学校
"

而

孩子也出现了失眠
%

食欲不振
%

四肢无

力
%

心悸
%

烦躁等症状
(

其实
"

这些孩子

患上了
&

开学综合征
$(

因为暑期孩子饮食缺乏规律
"

体内

部分器官超负荷运转出现功能紊乱
"

医

学专家称
"

此时家长可通过让孩子恢复

规律生活
%

补充睡眠
%

调整饮食等来预

防
&

开学综合征
$(

家长要限制孩子晚上

的游玩时间
"

尽快调整生物钟
"

让孩子

按时起床
"

起床后做一些伸展运动以恢

复精力
"

饮食上多吃一些富含蛋白质的

食物
"

如豆制品
%

牛奶
%

肉类和蛋
"

多食

新鲜水果和蔬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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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

在一家医院儿童行为中心
"

医生们接待了不少这样的小学生
+

他们

精力过剩
%

学习不专心
"

总是因为粗心

而出错
"

需要多次使用橡皮擦
"

直到作

业本被擦破
"

医生们形象地称其为
&

橡

皮综合征
$(

这是一种不良的心理行为
"

它可能

成为一些孩子的习惯
"

反映了孩子在心

理上的焦虑
(

儿童行为专家杨玉凤提醒

家长
"

在开学前要有意识地给孩子纠

正
"

正面鼓励
"

当发现孩子重犯时
"

家长

要及时提醒
"

帮助孩子克服
"

打骂
%

训斥

反而会加剧孩子的紧张心理
"

严重的可

让医生进行一些相关训练
(

还有部分新

入学的孩子
"

对陌生的环境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好奇
%

兴奋
%

担心
%

紧张
"

家长要

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

让孩子放松心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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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
"

新生活
"

为了保证孩子

健康生活
"

托幼机构
%

小学一般在办

理入托入学手续时
"

都要查验预防接

种证
"

未按规定接种的儿童应当及时

补种
(

夏秋之交
"

是乙脑
%

发热
%

腹

泻等疾病的高发期
"

水痘
%

腮腺炎
%

麻疹等容易在学生中传染
"

家长一定

在开学前给孩子接种疫苗
"

防患于未

然
(

暑假中
"

一些孩子频繁与外界接

触
"

可能接触到某些传染病的病菌
"

造成传染病的传播
"

如乙脑主要通过

蚊虫叮咬传播
"

家长要密切关注孩子

最近的行为
"

查看孩子是否有不适症

状
"

没有接种相关疫苗的应尽快接种
(

如孩子有哮喘
%

过敏等疾病
"

家长还

要为他们准备好在幼儿园
%

学校所备

药物
"

同时注意药物的有效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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