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生首考完，1/3家长不淡定
专家：新生入学须适应，家长也应根据孩子情况调整

善于疏导

积极调整
张店七中的心理咨

询老师张健说，初一新生
进入初中后，由于学习环
境、学习内容和生活节奏
的变化，本身在学习、生
活方面就存在着一些不
适应。新生入学后的前一
至两个月是一个问题积
累期，而第一次考试则像
一个导火线，让问题集中
爆发。家长在此时，对孩
子的成绩波动和成绩落
后，一定要持冷静的态
度，不应给孩子太大的压
力，疏导胜于批评。

“孩子之间存在差距
很正常，要耐心分析原
因，和孩子一起制定目
标，一步一步正确引导孩
子，跟老师多联系沟通，
而不能盲目给孩子施加
压力。进入初中后，不仅
学 生 需 要 去 调 整 和 适
应，家长也应有所转变，
根据孩子的情况去调整
和适应。给孩子一定的
压力会促进其进步，但
是一定要注意适度，注
意方式、方法，盲目给孩
子施加压力不仅不会让
孩子的成绩提高，甚至
还 可 能 起 到 相 反 的 效
果。”张健老师说。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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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成男性不知———

“世界男性健康日”

国家人口计生委将今年男
性健康日的宣传活动主题确定
为“关注男性健康，构建家庭幸
福”。由此可见，男性健康对于家
庭的幸福是不可或缺的。然而，
这些天的男性健康调查结果显
示，尽管男性健康不容忽视，但
是受访者中，有七成以上不知道

“世界男性健康日”是哪一天，有
近一半的男性朋友在谈到自身
健康状况时选择避而不谈或完
全不清楚。

世界男性健康日是1994年
在联合国召开的“国际人口和
发展大会”上被首次提出并制
定的。2000年，该国际日得到了
中国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高度重

视，从此每年10月28日，全国各
地都会设置相关主题以及组织
男性健康日的各种活动，以至
于全面宣传男性健康知识，提
倡重视男性健康。

世界男性健康日意义在于，
能够促进男性积极参与计划生
育和关注男性生殖健康。同时，
这一健康日不仅要求男性参与
计划生育，承担责任，更多的是
关注男性，让男性享有生殖健康
的权利。关注男性生殖健康具有
重要意义，有助于家庭的和谐幸
福，有助于妇女和儿童的健康，
有助于全社会生殖健康水平的
提高，从而更有效地控制人口数
量和提高人口素质。

《中国男性性福指数调查报
告》显示，70%左右的男性“性福”
指数低于60分，仅有1%左右的人
在80分以上。同时，14%的男性存
在性功能障碍和性心理障碍疾
病。并且，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
21世纪威胁男性健康的三大疾
病，除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之
外，第三大杀手就是泌尿男性疾
病，该疾病正以每年3%的速度递
增。男科专家说，我国成年男性
中，患有不育症的育龄男性至少
上千万人，患有前列腺疾病男性
大约有1亿人。我国25%男性患有
或者曾经有过性功能障碍、性心
理障碍，40岁以上男性中这个数
字高达52%。同时，现在社会上普

遍对男性健康存有三大误区：男
性健康仅仅是性健康，男性心理
健康容易被忽视，生育健康与男
性关系不大。加上我国男科起步
较晚，大量患者得不到及时、正
规治疗。

综上所述，关注男性健康
迫在眉睫。为了更好地响应世
界男性健康日的号召，体现我
们 媒 体 和 医 院 担 当 的 社 会 责
任，在世界男性健康日即将来
临之际，联合举办此次“男性健
康调查问卷活动”，意在加大对
男性健康的宣传力度，呼吁整
个社会再多一点对男性健康的
关注、呼吁每个家庭再多一点
对男性健康的关爱。

对此，淄博友谊医院泌尿男
科主任代金奎解释道，男人们习
惯性地相信自己体魄健壮，什么
毛病也没有，甚至不把一些小病
放在眼里。很多男性朋友最终把
小病养成大病。他们无休止地透
支自己的健康，直到身体某个部
位突然出现了故障，才猛然警
醒，健康对自己是多么重要。

代主任指出，在关爱自身方
面，作为一家之主的男人总表现
得粗心迟钝，往往忽略了许多细
小的健康异常。妻子和子女们不
妨多关注他身体上几个最易发
病的“薄弱环节”。其实，定期陪
丈夫作检查，就能有效地避免他
的健康出现问题。

近日，东一路淄博友谊医院为了

迎接10月28日男性健康日进行了一系

列的问卷调查。淄博友谊医院男科主

任翟剑波说：“这不单是为了问卷调

查，同时也是我们呼吁社会给予男性

更多关爱的一种表达形式。现今社会

与家庭赋予了男性更多的责任与压

力，男性高大而强劲的形象往往使得男性健康容易被忽视，实际上他

们是男人，并不是超人，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特别是面临健康问题

的时候。”

 友谊医院义务为社区村民做男性健康知识讲座。

皂 友谊医院健康专栏 皂

□ 本期活动：友谊医院走进社区健康知识讲座
□ 本期主讲：翟剑波主任、代金奎主任

本报10月28日讯 (记者

姜斌 通讯员 袁薇 ) 张店
七中初一某班的班主任毕老师
说：“我们前不久进行了一次阶
段性的小测验，考试结束后不
久，就有家长给我打电话。我们
班一共有60个学生，不到两天，
就有近20名家长通过电话、短
信、QQ等形式联系我，询问孩
子的学习成绩。”据毕老师介
绍，联系他的家长关注的主要
是孩子的学习成绩，然后就是
学生在课堂的表现。

据毕老师介绍，他从事初

一班主任工作已经多年，每年
初一新生的第一次考试后，他
都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毕老师说：“进入初中后的
第一次考试，家长们都很重视。
孩子上小学的时候，家长对学
习成绩的关注还不是特别强
烈，都觉得树大自直。家长们都
想看看孩子进入初中后究竟怎
么样。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很多
家长就开始着急了。”

张先生的儿子今年读初一，
“之前，我并不想对孩子要求那
么严格，希望孩子能快快乐乐、

安安全全的就好。”张先生说，但
是考完试，看到别的孩子成绩比
他的孩子好，他就改变了初衷，
觉得光健康活泼还不行，学习也
要比别人好才行。“毕竟孩子以
后还需要和别人竞争，现在让他
学习好点，也是对他好。”

毕老师说：“家长关心孩子
的成绩很正常，但是在关心的方
式和方法上要有所注意。很多家
长在看到孩子成绩不理想后，会
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对孩子的要
求一下子变得很严格，让孩子处
在很大的压力之下。”

近日，张店七中初一某班

进行了一次阶段性测试，全班

60名学生考完试后，有近20名

学生家长向班主任询问孩子

的考试及平时学习情况。张店

七中心理咨询教师张老师提

醒，不仅初一新生入学后需要

进一步适应新的学习生活，家

长也应该自我调整。

葛专家支招

近日，张店七中为了帮助学校的初一新生和学生家长更快地适应新学校
和新的学习生活环境，学校专门组织心理咨询老师，为学生和家长们编写了

《成长导航——— 张店七中初一入学手册》。该手册中详细列举了初一新生和家
长可能面临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关建议。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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