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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对厌学者进行劝学

君子曰： 学不可以已。 为了达到劝学
目的 ，荀子曾写下了近两千字的 《劝学 》，
历朝先贤也有很多劝学名篇流传于世。 相
信每位教师都曾遇到过不爱学习的孩子 ，
那么您是如何让厌学的学生爱上学习的 ？
如何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您在转化
他们的学习态度方面有什么好的经验与
做法 ？ 欢迎您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 ，以供
广大教育工作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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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天海 整理

考后心态“巧”调整

香山夜话

一路有你梦好圆
□ 陈春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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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 30 年来， 读过很多教育教学类报
刊，但真正能坚持订阅的并不多，直到遇到
了《中国教师报》。 2005 年，我在《中国教师
报》 看到了一篇专访———《教育改革要多一
些科学精神》，顿感眼前一亮。 作为一个教研
工作者，课改带来的挑战和困惑颇多，在《中
国教师报》的这篇文章里，我看到了方向。 从
此带着急切和崇敬的心情，我一直坚持订阅
这份报纸。 一次次近距离的接触，一次次醉
心的阅读，我庆幸自己不仅找到了一份真正
具有阅读价值的好报纸，更通过她结识了一
批能让自己心灵更加阳光的朋友———那是
一个在三尺讲台上用“心”来讲课的教师群
体，一个在教育园地里用“心”来育人的园丁
团队，一群在教改大潮中用“心”追梦的“弄
潮儿”。

在阅读中我深深感觉到中国教师报人
以一种理性的人文建构精神、一种务实的科
学创新态度、一种对教育的深刻忧思和厚重
情怀，引领、改革、探索、研究中国当下的教
育和教学。 特别是在推进新课程改革的道路
上，中国教师报人孜孜以求，不懈努力，通过
理性而严肃的深度思考， 认真而艰苦的探
索，催生出丰硕的课改成果，影响和带动了
一批课改的积极践行者。 作为一个教研工作
者，一个有着近 30 年教龄的老教师，我深深
地被中国教师报对教学改革实验的执着精
神所感动。

虽然具体教学方式的改变会伴随着精
神上的痛苦，尤其是当新的教学理念与以往
传统的教学方式有剧烈冲突的时候，但每每
阅读《中国教师报》的教改实验文章，聆听她
的解读，我都深深地陶醉其中。 我期待着有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加入到 《中国教师
报》的阅读中来，希望有更多的朋友在《中国
教师报》的阅读中得到快乐和享受，也祝愿
我们的《中国教师报》越办越好。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衡水市教育科学研究室）

� 每年的 6 月都是考试月，高考、中考、小考，而高考日的 6 月 7、8 两天，更是让大家戏称为可怜巴巴的“录取吧”！ 面对成绩，
几家欢喜几家愁，喜者自不必提，愁者却要承受着各种压力，甚至有人得了抑郁症，神经衰弱，乃至走向了轻生。

如何帮助学生走出高考、中考的压力“漩涡”？ 本期夜话———

李剑：考后调节有“三忌”。 一忌书本束之高阁，不继续
学习。 中高考一考完，有的考生就和课本说“再见”了。 其
实，无论中考还是高考都只是个人求学的一个“中点”，一
旦中断“学习”，就会出现知识断层。因此考试之后，考生仍
需要适当的学习，丰富知识，拓宽视野，为未来的学习和职
业打下基础。

二忌饮食一曝十寒，偏食无节制。 中高考考完后，考生
要科学合理地搭配膳食，调节营养的均衡吸收。 既要做到
不偏食不挑食，也要做到不暴饮暴食。

三忌疯玩废寝忘食，作息不规律。 考生在考完试后，切不
可终日沉迷在游戏机和赌博机上，废寝忘食。 更不能在“玩”
的同时，贪图新鲜刺激，忽视自身安全，沾染不良嗜好。

（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杨叶中学）

王梁：能否高质量地度过高考后的暑假，体现的是学生的
综合素养、人生追求和生活品位。 2008年 7月，当年浙江省高
考理科第一名———我校毕业生陈琨，填报完志愿后即奔赴四
川地震灾区，成为一名志愿者。在灾区的日子里，他戴上头盔，
帮忙清理受灾现场；顶着烈日，搬运钢板，参加安置房的建设；
他还到都江堰中学，和当地的学生交流学习、生活的经验。

在谈到自己为什么不顾危险，进入灾区时，陈琨说：“高
中三年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一个人的存在必须要对他人
有意义，否则你就失去了价值。 ”顶着高考的桂冠，在原本可
以享受轻松自在的暑假里，他没有迷失自我，而是以这样一
种充满社会责任感的方式为自己的中学时代画上完美的句
号，这值得很多同龄人学习、仿效。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

送给考生的六点建议
□ 王必闩

一、来点放松。考试不同于做其他事，它消耗的不仅是
体力，更多的是精力与心力。 考完了，不管好与坏，确实需
要休息和调整。 但值得注意的是，放松要有度，千万不能
“放纵”。

二、多点思考。 考生应该在考完试后对自己的前途和
未来多一些理智的分析和思考。虽然读书升学是最好的出
路，但绝不是唯一的出路。 关键是立志努力走出一条属于
自己的路。

三、早点准备。 成功从来都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 不管
将来做什么，必要的准备是不可少的。 如果不想求学，更应
确定自己未来工作的意向， 早一点接受必备的知识和技能
培训。 总之，不要临时抱佛脚，更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四、读点书报。每天花上一些时间用来读书看报，可以让
自己浮躁的心安顿下来，充实快乐。 当然，还可以做一些读书
笔记，记录自己内心的感受，与朋友分享。

五、做点家务。 考完后主动帮助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家务活，为父母减轻疲乏的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生活
自理能力。 爱家庭，爱父母，这是一个现代青年必须具备的
最基本素养。

六、找点活干。 利用假期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或短暂工
作，如广告宣传、青年志愿者、义务辅导以及其他力所能及
的工作等，会学到很多课本以外的东西，体验到工作的乐
趣和生活的艰辛，同时也使自己各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一定
的培养和锻炼，为将来步入社会打下必要的基础。

（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教育局教研室）

家长助学当继续
□ 罗晓玲

走入大自然 ，与山水为友 ，与动植物亲近 ，
让自然界的生机盎然、 小动物的顽皮可爱来丰
富孩子们的感知， 让多姿多彩的世界印象成为
陶冶孩子性情的精神食粮。 家长可以用这样的
方式帮助孩子缓解因前段紧张的学习所带来的
压力。 如果亲子同游，还能增进孩子与父母之间
的情感交流。

让不同阶段的孩子， 参与不同的技能学习。
这样，既可以使孩子觉得新鲜，又可以促使他们
掌握新的技能技巧。 已经年满 18 周岁的孩子，家
长可以鼓励他们去驾校学习。 年龄小的毕业生，
可以鼓励他们去学习绘画、乐器、朗诵等。

鼓励孩子积极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在活动中
培养沟通、表达、组织等多方面的能力和社会责
任感。 如走进社区，在社区的统一安排下参与社
会实践活动；鼓励孩子和三五好友组建合作实践
小组，开展帮助留守儿童、照顾孤寡老人等有意
义的活动。

带着孩子走亲访友，感受亲情友情之淳美。
现在，多数家庭只有一个孩子，他们对于姑伯姨
叔之间的亲情缺少深刻感受， 对于父母与朋友
之间的深厚友谊也少有深入的理解。 因此，家长
不妨利用假期带着孩子走亲访友， 用实际行动
给孩子上一堂亲情、友情课。 从中不仅可以学到
必要的交际艺术， 也可以唤起孩子对美好情谊
的珍视。 （重庆市北碚田家炳中学）

辩证地引导孩子
□ 谭学武

让孩子辩证看待“喜”与“忧”，养成辩证看问
题的习惯。 无论是小考、中考还是高考，都只不过
是人生过程中一次小小的考验。 成功了也不应长
期沉迷其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失败了也没有
什么大不了，要让孩子懂得：任何事情都不可能
随随便便成功，跌倒了不可怕，怕的是不能重新
再来。 孩子一旦有了这种辩证的思想，其实比取
得任何成绩都重要，因为孩子获得的是指导人生
的方法。

辩证地引导孩子放松要适度。考试结束了，不
少考生把 QQ 签名改成“再不疯狂就老了”，这说
明了考后放松成了孩子的“首选”，作为家长，要理
解和尊重他们，给予一定的自由和信任空间，但不
能放任自流，而是要引导孩子适度放松。可以与孩
子约定：如果外出，应该什么时候回家；如果上网，
也要健康上网，严格控制时间。 此外，作为家长，在
这个期间更应该给孩子多一些陪伴， 以及一些学
习实践的机会。 这样既可以转移考试后的“无聊”，
还可以让孩子的能力得到锻炼。

（浙江省龙游县第二高级中学）

考后家长的三重角色
□ 陈晓红

做好“心理师”。 家长要通过谈话、心理暗示、
引导孩子参加喜欢的活动等方法， 让孩子知道：

考试已经是“过去完成时”，与其纠缠不休地计较
考试的得与失，不如轻轻松松地放下，尽可能地
在头脑里删除与考试有关的信息。

做好“钟点工”。 很多家长对孩子考试期间的
“拼搏”非常心疼，很想在高考后，好好“补偿”。 可
是，家长的放纵，很容易导致孩子作息无规律、过
度上网、过量饮酒等问题。 因此，家长要当好孩子
的“钟点工”：睡觉和起床时间要按时提醒，会导
致过度疲劳的事情要及时提示。

做好“导游”。 假期正是孩子发展兴趣、爱好
的大好时机，如孩子喜欢运动、旅游、看书、学艺
等，作为孩子的家长，要当好他们的“导游”，即积
极引导孩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去做，家长提供
力所能及的“后勤保障”，让孩子在上大学前做好
人生储备。 （黑龙江省泰来县第二中学）

家有落榜生
□ 张富群

正确对待高考落榜 ， 慎言孩子人生失败 。
作为家长要正确面对这一事实 ,给孩子营造出
积极 、乐观 、祥和的家庭生活氛围 ，让孩子能
够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和温暖 ， 消解孩子因落
榜造成的心理阴影 ， 抚平孩子因落榜造成的
心灵创伤 。

尊重孩子生命体验，共同度过不安时期。 家
长要主动和孩子接近，与孩子进行思想交流，注
意孩子的思想动态，防止出现极端想法，避免发
生伤害自己或他人生命的意外事件。 发现孩子
与社会上有不良行为的人相处时， 家长要密切
关注，及时教育和帮助，使孩子尽快走出因高考
落榜造成的消极阴影， 以积极的心态对待高考
落榜。

及时调整思路，把握人生机遇。 家长要及时
抓住高考落榜这一独特的生命体验，指导孩子正
视现实，正视自己，调整人生规划，把握人生有利
机遇。 其实，根据孩子的爱好、特长，指导他选报
高职院校学习职业技术，照样可以获得人生发展
机遇。 （陕西省丹凤中学）

成为孩子的导师
□ 赖华芳

小考结束后，孩子脱离了老师的管束，由于
小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还偏弱， 所以家长要担
当起孩子导师的角色， 让孩子过一个愉快而有
意义的暑假。

成为孩子生活上的导师。 家长可利用暑假培
养孩子生活自理的能力， 让他们做做家务活，也
可减轻自己的负担。

成为孩子生理上的导师。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如今的小学生发育得很快，绝大多数女
生已进入了青春期，男生也将步入青春期，所以，
家长可利用假期教会他们生理上的知识，让他们
健康、快乐地成长。

成为孩子理想上的导师。 家长要根据孩子的
成绩及家里的条件，合理地选择中学，切不可一
味盲目跟风。 （江西省南康市镜坝中心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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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下池“心教育”专题研修班 学时 3 日 班主任：河南省洛阳市西工区西下池小学校长 李艳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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