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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在即，许多学生还没从闲适的假期中苏醒，由于他们较长时间沉浸在电视节目中，痴迷于
网络游戏中，陶醉于球场竞技中，生活起居无规律，兴奋点总是难以平复。近期不少家长通过教育
热线向本报咨询，如何对待孩子们开学前的反常行为。对此，在学校一线教育教学管理岗位工作十
余年的孙友贵老师建议，“收心”是项需要耐心和技巧的工作，家长应在开学前两周就介入，调整
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孩子共同做一些有益的活动，潜移默化的引导孩子调整孩子的生物钟。

【摘 要】
新《纲要》指出：教师要尽

量创造条件让幼儿参加探究活
动，使他们感受科学探究的过程
和方法，体验发现的乐趣。大自
然千变万化：春暖迎春花开；夏
热荷花池塘；秋凉飘香果园；冬
寒腊梅争芳；小蝌蚪变青蛙，毛
毛虫变蝴蝶……新奇、有趣的事
物无一不深深地吸引着他们幼小
的心灵。幼儿从出生起，就在不
断地探索着世界：听到雷声会四
处寻找，看到焰火会仰空张望，拿
到东西会放到嘴巴里尝一尝，遇
到小水洼会踩一踩。就是在这些
大大小小的探索行为中，他们逐
渐获得关于世界的经验，理解周
围的世界。正如杜威所说：“儿童
有调查和探究的本能，好奇、好
问、好探究是儿童与生俱来的特
点，也是使他们的认识活动得以
维持和获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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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设趣味实验，让幼儿
的眼睛动起来。

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首先
要引起他们对知识强烈的渴求
感。所以教师在每次教学前，尽
量设计一些幼儿觉得新鲜有趣的
问题或安排一些新奇有趣的实
验，使幼儿产生强烈的好奇心和
求知欲，这样就能在最短的时
间，把幼儿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帮助他们高度集中地进入探求新
知识的情境中来。

二、引入儿歌、故事，让幼
儿的耳朵动起来

让幼儿参加探究活动，教师
要善于用语言来表达教学内容的
情感，引起幼儿的共鸣。教师在教
学过程中可适当运用谜语、故事、
儿歌等方法，以提高幼儿的兴趣。
如在中班科学《影子的形成》开始
时，老师先说出一个谜语：人人有
个好朋友，乌黑身子乌黑头，阳光
下面在一起，你停它也停，你走它
也走，就是不开口。孩子们们很快
就能猜出是影子。然后通过生动
有趣的影子游戏，让幼儿了解影
子的形成以及光与影子的关系，
孩子们在游戏中体验到科学学习
的乐趣。“不爱学习的孩子哪儿都
有，不爱听故事的孩子一个也找
不到。”

三、营造探索操作的空间，
让幼儿的双手动起来

1、通过幼儿积极动手操作
验证，让幼儿在教学活动中双手
动起来。

科学是实践性很强的一门学
科，只有通过实践探究，才能做
到学以致用，既能巩固知识，又
能发现知识。在科学教学中，教
师要想方设法通过探究体验，让
幼儿的双手动起来，在探究中升
华知识。如在小班科学活动《有
趣的传声筒》，我为孩子们提供
一种长约15厘米的空心筒和另一
种实心筒，第一次请幼儿两两结
合以说悄悄话的形式来体验空心
筒可以传声的秘密。第二次又请
幼儿两两结合来体验实心筒不能
传声的原因。一次次设疑，构成
了幼儿的认知冲突，激发了幼儿
参与活动的兴趣。开放式的提
问，唤起幼儿的已有经验，激发
幼儿的好奇心，始终保持探索的

兴趣；在教师有目的的引导下，
两次具有递进性的幼儿动手操作
活动，充分调动了幼儿主动探索
的积极性。

2、提供适宜操作的材料与
工具，让幼儿在日常生活中双手
动起来

幼 儿 生 来 就 一 个 “ 探 索
者”。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就要摸摸、看看、尝尝，甚至拆
拆装装，摆弄摆弄。也就是说，
幼儿需要亲自动手对物质材料的
操作，让幼儿在广阔的动手空间
里最大限度地发挥创造才能。所
以，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注意
积攒，并注意变废为宝。在幼儿
动手操作时，教师还要提供相关
的工具来帮忙，如尺子、剪刀。
有时用图画和符号记录也是幼儿
学习探索的重要依据。

四、大胆参与探索，让幼儿
的头脑动起来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
南》中强调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幼
儿参加探索活动，使他们感受科
学探索的过程和方法，体验发现
的乐趣。实践是以认识为基础
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问
题，也只有通过实践活动才能解
决问题。因此在活动中，教师要
注重幼儿动手动脑能力的培养，
尽量做到“孩子能做的事就让他
自己做，孩子能想的事就让他自
己想”改变以往传统教育中“教
师讲，幼儿听，教师演示，幼儿
模仿”的模式。比如在“球体、
圆柱体”的认识活动中，教师可
以投放大量的供幼儿操作的材
料，鼓励幼儿积极地在玩中进行
主动地探索，教师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恰到好处的提问一些问
题。如：“刚才你是怎样玩的？
怎样使小球不在桌子上来回滚
动？球体和圆柱体在滚动的时候
有什么不同？”等等。所以，在
科学教育活动中，应提供各种观
察、操作、实验的机会，引导、
支持、鼓励幼儿多观察、多发
现、多质疑，为幼儿独立进行科
学探究打下基础。

五、展开交流讨论，让幼儿
的嘴巴动起来

《纲要》科学领域中的目标
明确指出：“能用多种感官动手
动脑，探究问题；用适当的方式
表 达 、 交 流 探 索 的 过 程 和 结
果”。在科学探索活动中，教师
应重视组织幼儿与同伴交流自己
的操作过程和发现。科学活动离
不开交流讨论，交流讨论是引导
幼儿进行初步归纳概括的必不可
少的环节。通过交流不仅让孩子
的嘴巴动起来，还培养了幼儿独
立思考与独立发言的能力，在讨
论中，幼儿的认识水平与语言表
达能力也均能得到提高。

总之，“动”不但促进了科
学探究活动中的师生平等关系，
幼儿的探究能力和动手能力都随
之也得到了培养。同时又带领孩
子们对科学展开了孜孜不倦地追
求。因此，教师要通过创设灵活
多样的教学情景，采取行之有效
的教学方法，经常让幼儿的耳
朵、眼睛、双手、嘴巴等多种感
官动起来，这样才会让科学活动
更加生动，有趣！

参考文献：《幼儿园教育指
导纲要 (试行 )》《3—6岁儿童学
习与发展指南》

““动动””起起来来，，让让科科学学活活动动更更精精彩彩
济宁市任城幼儿园 颜雪静

“我家的孩子最近脾气特别不
好，这不快开学了，我让他少玩儿
会儿游戏，多去看看学校的课本，
还没说完他就开始发脾气，说我
烦 ，现 在 的 孩 子 怎 么 这 么 难
管……”家住李营的林女士说，“我
就是想让他收收心，在新学期不会
被落下，但是这孩子现在什么都和

家长对着干。”
孩子即将读初中的张女士则

反映，自家的孩子开学后上课精神
不集中，老是开小差，自己被老师
请去谈心。“开学一个多月，他上学
不走心的行为才缓解过来。马上就
要读初中了，第一个学期多么的重
要，今年可不能让他荒废了。”

开学前，出现情绪低落、心慌意
乱、无故发脾气、注意力不集中等症
状;开学后，也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课
堂上疲倦不堪、记忆力减退，经常开
小差，并出现焦虑、恐惧等情绪，这
种现象被称为“开学综合症”。

“开学综合症”是学生分化的
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开学“收心”
教育至关重要，需要家长积极引
导，教师科学施教，才能使学生尽
快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上来。

济宁市霍家街小学总校教务
处主任孙友贵说：“调整孩子开学
前的情绪，好好收心，家长起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家长不仅是孩子的
监护人，也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家长的一言一行都对孩子起到潜
移默化的作用。假期里，家长与孩
子相处的时间最长，最了解孩子的
习惯。为此，‘收心’工作应从家长
做起。”

“暑假里放松的不仅是孩子，
还有家长。家长的很多行为直接影
响了孩子，因此家长要做‘收心’教
育的先行者”孙老师说，“开学前，
要按孩子所在学校的正常作息时
间起居，家长不喝酒，不打麻将，不
在家里组织娱乐活动，按时准备一
日三餐，督促孩子按时午睡，早睡

早起，调解生物钟，适应开学后的
“时差”变化。”

“鼓励孩子制定学习计划。”孙老
师点名指出，“不要强制孩子去‘收
心’，硬性规定他们一天看多少书，完
成多少作业的行为是不可取的，这样
只会增加孩子的逆反心理。”

家长可与孩子共同拟订新学
期计划，在商讨中完成从假期到开
学的“频道转换”工作，把孩子新学
期要读哪些书籍、以谁为标杆、需
要重点提高哪些学科成绩、家长怎
样配合等内容一一纳入学习计划，
以帮助孩子树立信心，消除假期后
的失落感。作为家长也不妨制定自
己的家庭计划和学习计划，购买一
些名著以及历史、人物、励志等方
面的书籍与孩子一起阅读，这样不

仅有利于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和
人文素养，有利于拓展孩子的知识
面，同时也让学孩子感觉到家庭的
学习氛围，让孩子觉得“不仅我一
个人在学习，我并不孤独”。

千万不要拿孩子们的公敌———
“别人家的孩子”来激励自己家的孩
子，这往往会得到相反的效果。家长
可以选择孩子感兴趣的话题进行交
流，比如明星的成长历程及在赛事中
的表现、某电视剧观后感想，从中挖
掘有教育价值的内容。此外，早晨起
来跟孩子打打球、踢踢毽子、跑跑步
也是一种有效的感情交流，这样既能
达到调整孩子作息时间，还能达到润
物无声的教育效果。

临近开学和开学之初，家长要
以乐观的态度、正确的方法、鼓励
的话语，正面引导孩子收心，让孩
子从心理上对新学期充满期待和
信心。

临临临临近近近近开开开开学学学学
““““收收收收心心心心””””成成成成家家家家长长长长咨咨咨咨询询询询热热热热点点点点

专专家家支支招招：：家家长长引引导导要要讲讲方方式式和和技技巧巧

快开学了，家长求“收心”妙招

“‘收心’工作起于家长，结
于学生。”对于学生来说，能否顺
利通过开学过渡期最为关键，只有
及时收心并排解开学前的焦虑，才
能思想上不掉队、行动上不落伍、
学业上不欠账，才能跟上新学期的
新进程。因此，学生只有做收心得
主动践行者，才会是最大的受益
者。

收心第一步是调解生物钟。至
少要在开学前一个星期，执行上学
期间的作息制度。假期里，很多同
学因为观看电视剧、玩网络游戏而
熬夜，晚睡晚起，生物钟错乱，开
学前必须调整，要按学校的作息时
间安排饮食起居，比如，上午8-11

点，正是上课时间，不要让孩子过
分沉迷于游戏玩乐或贪睡等，最好
静下心来，读读书，看看报。这样
一个逐渐习惯的过程，家长要不断
提醒孩子遵照作息计划。

“准备自己的开学用品、教辅
图书也是一种很好的收心方式。”
孙老师表示，“家长将采购学习用
品的权利交给孩子，让他们自己和
小伙伴们一起去采买新学期的用
具，可以给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收
心氛围。几个小伙伴们在一起聊学

习用品，即有利于孩子们培养自理
能力，又可以将孩子们的心来到学
习上。”

“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是收心
工作的关键。”孙老师告诫学生
们。“多数学生假期以休息、娱乐
为主，以学习为辅，老师和家长都
没有过多干预，开学前，学生对电
视节目和游戏往往意犹未尽，此
时，学生要接受家长的意见，主动
克制自己，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习上
来，查一查哪些作业需要完善，哪
些知识还模糊，及时请教同学和老
师。”

“开学后，同学们要积极参加
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课堂上，为
防止精神溜号，要耳、眼、手、
脑、口并用，要认真的听、细心的
看、积极的想、仔细的写、按要求
去读，从而达到最佳的学习效
果。”

“开学综合症”是正常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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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家长机智的引导，老师科
学的施教，学生就会尽快的“收
心”，他们定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开
始新的征程。

“收心”，家长要用行动当“导师”

收“玩心”，学生要先学会“自控”

见习记者 苏冉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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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弦的故事情节，还有它带给读者的诸
多启迪，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要努力发现、发
掘自己的优点，给自己以信心和希望。

跟随作者的脚步，你会希望像多萝
西一样，误入仙境、结交好友、历尽艰险、
团结合作、突破困境——— 带着没有脑子
傻傻的可爱稻草人、没有心脏的男子汉
铁皮人和十分胆小却努力前往的狮子去
旅行。然后，用那双有魔力的红拖鞋回到
家的港湾……最后，像多萝西一样满意
足地向家人和朋友宣布：“世界上再也没
有别的地方比得上自己的家。”
精彩一隅：

稻草人问奥芝，“那么你不能给我脑
子？”奥芝说，“你用不着脑子，你每天都在
学到东西，一个婴儿有脑子，但是婴儿什
么也不懂，只有经验才能带来知识，你活
的时间越长，得到的经验肯定就越多。”

“可是我的胆量呢？”狮子焦急地问。
“我相信你有的是胆量，你缺少的是自
信，每个人面临危险总会害怕。真正的胆
量是，尽管害怕，你仍要面对危险，而这
样的胆量你有的是。”

“我的心呢？”铁皮樵夫问。奥芝回答
说：“我想你不应该要一颗心有了心使很
多人不幸福，你要知道没有心正是你的
运气。”“这只是别人的意见，而我呢，我
愿意毫无怨言的承担一切不幸，只要你
能给我一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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