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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苏冉冉

暑期作业应该收尾了

新学期马上要开始，暑假只剩
下最后一周了，孩子们首先要赶紧
检查是否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书面作
业和实践作业。

这几天，市民林女士几乎是一
下班就赶紧往家里跑，平时的逛街
和应酬也全部都推了。“都是我家
孩子闹腾的。”林女士无奈地说。
“都快开学了，可这暑假作业还几
乎没动呢。”

林女士的儿子暑假过后上五年
级。刚放暑假时，林女士就和儿子
一起商定了暑期的学习计划——— 按
时做暑假作业和每天看一些名著。
但暑假来了之后，林女士和丈夫一
直忙着上班，平时都是林女士的儿
子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

“我和爱人的工作作比较忙，
一般就是早晨给孩子留好饭，就匆
匆忙忙地去上班了。晚上回来时，
因为累了一天了，也懒得看孩子的
作业进度了。”林女士颇为无奈的
说，“这不是马上就开学了，可翻
翻他的暑假作业却还没啥进度。这
可把我给气坏了。”

不过着急也没用，这几天，林
女士推掉了所有的应酬，每天下班
后就忙着督促儿子“赶作业”。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校长李玲玲
告诉记者，其实暑假开始时，家长

就应帮着孩子制定暑期作业完成计
划。在整个暑期过程中，家长还应
该监督孩子的作业完成进度。

目前学校给孩子们留的暑期书
面作业越来越少，但每年假期快结
束时，总是有一些拖沓的孩子，平
时光顾着玩，直到发现假期即将结
束才慌着做作业。在检查孩子作业
的时候，家长不要只盯着是否完成
了，还要看看孩子完成作业的具体
情况，如字体是否潦草、对错等。

在暑假最后一周，家长一定要
与孩子一起查看应该完成的暑期任
务和作业是否完成，如果还没完成
应该查找原因。家长要帮助孩子培
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时间观念，这
样才能避免下次假期再出现类似情
况，也能让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态
度，更好地适应新学期的学习。

快开学了孩子要“收心”

开学在即，可是很多孩子还没
能从暑期闲适的生活中走出来。很
多孩子或多或少的患上了“暑期综
合症”。

“哎，真是烦！”想起开学要
面对的学习压力，再对比假期里的
快乐生活，开学即将上初二的王蒙
不停地感叹假期过得太快，恨不得
暑假能再来一遍。这样，他就能想
几点睡就几点睡，想几点起床就几
点起床，还可以尽情地看电视、上
网、会同学。

暑假就要结束了，可面对即将
来到的新学期，不少学生心存畏

惧，不愿从假期的放松状态中走出
来。

“孩子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家
长要帮着孩子尽快‘收心’，这样
才能更好地适应新学期。”济宁市
霍家街小学总校教务处主任孙友贵
说。

就像成人放长假后不愿上班一
样，这种现象既不可无视，又不可
小视。从放松的假期状态中，突然
转变到紧张的学习工作中，这对于
孩子们来说也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更是需要及时
提前“收心”。在这个过程中，有
些孩子还会因此出现焦虑、担心甚
至不愿去上学。

看到孩子不愿走出暑期的情
绪，家长不要强制孩子们改变生活
作息，或者不停地告诉孩子“马上
要开学了，要紧张起来”因为这样
并不能给孩子带来帮助，反而会增
加孩子们的抵触心理。在暑假最后
一个学期，家长要与孩子一起调整
状态，尽快进入新学期的学习状
态。

孙友贵建议家长要帮孩子从假
期“晚睡晚起”的作息尽快调整到
“早睡早起”，让生物钟与学校作
息一致。

在开学前一周，类似远行之类
的游玩计划要搁置了。家长可以让
孩子有意识地减少游戏时间，可以
适当地复习下上学期的知识，提前
预习一下新学期课程，做好知识衔
接。

对于迟迟不能“收心”的孩子

们，家长不要只是简单而粗暴地指
责孩子，不如和孩子谈谈心，分析
孩子对学校产生厌烦或者恐惧的原
因。开学前，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
交流，了解孩子的烦恼和担心，然
后对孩子进行针对性开导。

与孩子一起制定新学期的目标
也是家长要在开学前做的准备。家
庭成员一起制定各自的目标，一起
努力，给孩子觉得“不仅我一个人
在奋斗，我并不孤独”。

去熟悉一下新的环境

对于从毕业班升入更高一级的
学生们来说，要在新学期面对更多
问题。尤其是即将中升入高中的学
生，将要告别以往熟悉的教学环
境，进入新学校，和新的同学和老
师一起学习。

对于即将进入新环境的学生
们，家长应该带着孩子提前到新学
校附近去转转，与孩子一起探探
路，确定孩子的上学路线和选用的
交通工具。家长要了解孩子上学路
线，对于中途存在危险隐患的地方
要重点提醒。提前从各方面来适应
一下新环境，这样能减少孩子进入
学校后的陌生感。

目前，我市不少高中都有住宿
区域，这也让一些高一学生将要开
始在新学期住校。家长可以一起从
学校官方网站、学校毕业生等处，
了解一些学校的相关规定，避免因
为不知道而触犯学校规定。

济宁学院附属高中副校长孟宪

滨告诉记者，现在孩子多是独生子
女，一直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容易
产生依赖感，有些孩子由于平时照
料得比较好，自理能力比较差。如
果孩子新学期将要到学校去住，家
长要提前与孩子沟通，告诉孩子可
能出现的情况，让孩子有心理准
备。由于寄宿生的学习、生活都要
自己做主，虽有老师的教导、督促
和每周一次回家，但家长仍要在开
学前有意识地锻炼孩子自我照顾的
能力，加强孩子的自理能力。

离开了父母的精心照顾，孩子
们也要学会成长，不要想着万事靠
父母。比如可以学习自己换洗衣
服，不要每个周末都带回家让爸妈
洗。对于饮食方面，不要挑食，不
要吴节制的吃零食。

家长不要给孩子太多压力，但
要给孩子嘱咐安全、自我管理等问
题。对于进入新学校的孩子来说，
将要面对与新同学和老师的接触，
这对一些独生子女也是一次考验。
家长要培养孩子与人相处的能力，
鼓励孩子主动热情地融入新环境
中。

新学期里，孩子是否要带手机
去学校?记者在采访中获悉，我市
部分高中有规定，禁止学校带手机
入校，避免因此学生与校外朋友过
多交往，影响学习等。若是家长实
在不放心孩子，那么要尽量的选择
没有娱乐功能的老式手机。

离开学还有一周的时间，不管
是处于哪一个阶段的学生，都要充
分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查缺补漏。

开开学学前前一一周周该该做做什什么么？？
专家支招，为暑期生活画上完美句号

再不能随心所欲地睡懒觉了，再不能心无旁骛

地打游戏了，再不能肆无忌惮地看动画了……转眼

间暑假即将过去，中小学和幼儿园都将迎来新的学

期 。 在 开 学 前 一 周 ， 孩 子 们 要 做 哪 些 开 学 准 备 ? 尤

其 是 升 入 新 学 校 学 习 的 孩 子 们 该 注 意 哪 些 问 题 ? 本

报特邀部分中小学资深教师为大家来解惑。

上了这么多年的学，读了这
么多年的书，那么多的老师教过
我，但我仍处于一种蒙昧的状
态。我真正的觉醒是从阅读苏霍
姆林斯基开始的。我说过，一个
人真正的成长是从他的觉醒开始
的。读到苏霍姆林斯基，作为一
个人，我开始了自己的成长。

第一次知道苏霍姆林斯基是
从教科书的一句话“在阅读中思
考，在思考中阅读”。说得太好
了，从来没有任何人跟我这么说
过，这句话就像一道闪电，在我
眼前劈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苏
霍姆林斯基也从此在我脑海中留
下了深深的印记。后来，老师给
我们推荐苏氏的《给教师的建
议》。对于这本书是久闻大名、
倾慕已久。但在当时出版业还没
有像今天这么发达，想读到这本
书也不容易。越是读不到吧就越
想读。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我在
书店里第一次遇见她的狂喜，就
像暗恋已久的一对情人终于拥抱

在了一起。我是怀着一种无比激
动的心情读完了这本书。这本书
的每一页都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
崭新的世界，你知道一个崭新的
世界在你面前敞开那种感觉吗？
激动、兴奋、狂喜、浑身颤栗、
仰天长啸、长跪不起！是的，就
是这样！那一刻，我坚信，如果
我早一天读到这本书我就不会像
今天这个样子！如果我能早一点
碰上苏氏那样的老师，我也不会是
今天这个样子！我恨！我否定了我
的过去，也否定了我过去所受的教
育，但我作为一个真正意义的老师
却从此站了起来：从此一个信念也
在灵魂里扎下根来：要做老师就做
苏霍姆林斯基那样的老师！只有苏
霍姆林斯基那样的老师才称得上
真正的老师，而我就要做那样的
老师！老师的价值在哪里？在启
蒙。一个老师能让自己的学生从
蒙昧的状态觉醒、觉悟，那就是
他最大的成功！一个人如果不能
觉醒那他就不能称为一个真正意

义上的人！就像猪一样，吃了
睡，睡了吃，无所谓痛苦，只有
觉醒的人，觉悟的人才会痛苦！
而没有痛苦也就无所谓快乐。痛
苦才是快乐之源，为此，我感谢
苏霍姆林斯基，他启蒙了我，唤
醒了我，也成就了我！他让我知
道了什么叫真正的老师，真正的
老师是什么样、究竟该怎样做老
师。他让我从一个蒙昧的人成为
一个觉醒的人，一个觉悟的人。
尽管醒来之后很痛苦，但我感谢
这种痛苦。因为它让我丰富、让
我坚定、让我执著、让我坚韧、
让我充实、让我觉得我作为一个
人活得有意义。苏霍姆林斯基，
人类伟大的精神导师啊！让我用
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激
呢？真爱无言，大爱无声，行胜
于言！就让我肩住黑暗的闸门，
背着因袭的重担，从你的手中接
过人类文明的薪火，去照亮人们
前行的路，去点亮他们的灵魂，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境界中去！

像像苏苏霍霍姆姆林林斯斯基基那那样样做做老老师师
□ 牛志刚

《齐鲁晚报·运河教育》是由济宁市教
育局和《齐鲁晚报·今日运河》编辑部共同
主办的教育专刊，创刊于2013年12月31日，
每周二与读者见面。半年来，《齐鲁晚报·
运河教育》致力于架起学校、师生及热心教
育事业人士交流的桥梁，传递教育新政，关
注教育热点，传递教育正能量，得到社会各
界的认同。

现为进一步拓宽同广大读者交流的渠
道，特向各界读者约稿：无论您是有关于教
育的问题和见解，还是对教育专刊的意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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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联系。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齐鲁晚报·运
河教育》期待各界人士踊跃来稿，探讨当前教
育现象，为济宁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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