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宝宝宝宝要要入入园园，，园园长长送送““锦锦囊囊””
市级机关幼儿园副园长张少萍说：这样做让孩子入园更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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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楠楠

很多宝宝马上就要上幼儿园啦！宝宝第一次离开家庭进入新的集体，大都会哭闹，家长转身离开

幼儿园那一刻的担心、焦虑、纠结难以言表。由于宝宝年龄尚小，又是初次离开家人的全天候照顾，到

了幼儿园难免会不适应，对于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家长们也难免会预测不到，准备不周。

为帮助家长们更好地为孩子做好入园准备，记者邀请到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副园长张少萍和

大家一起聊聊宝宝入园那些事儿，并给出专业指导和建议。

烟烟台台名名师师名名校校长长
定定期期考考核核有有任任务务

近日，烟台市教育局通过
网络视频直播方式，召开全市
名师名校长建设工作推进会。
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名师
名校长建设工作进行全面安
排部署。全市中小学校长(含
中职)、公办幼儿园园长、齐鲁
名师、名校长、烟台名师、名校
长、名班主任(人选，含幼儿
园、中职)，以及市县教育行政
部门有关人员，共计1100余人
参加了会议。

会上，市教育局给“名师
名校长 (人选 )”布置了“任
务”：要求制定三年阅读规
划，每人每年至少需要完成
规定书目的阅读；每位名师
名校长在三年考核期内至少
发表1篇省级以上论文或主
持1项省级以上课题。规定烟
台名师承担中小学教师“互
联网+教师专业发展”工程业
务指导、烟台市乡村教师支
持计划项目和教育志愿服务

活动，每学期至少执教1节县
级以上公开课；烟台名校长
每学年在本校内听、评课不
少于60节，为本校教师举办专
题讲座不少于3次；名师名校
长在考核期内至少参加1次
市、县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
送教下乡活动。

培养期满进行届满考
核，对达不到培养指标要
求，完不成培养任务的名师
名校长人选，不予认定烟台
名师名校长。出台《烟台名
师名校长考核管理办法》，
对已经认定的烟台名师名
校长进行定期考核，实行动
态管理，凡能认真履行岗位
职责的可保留称号，对于违
反师德要求或科研成果薄
弱，示范引领不积极，履行
岗位职责不力，达不到考核
指标要求的，取消烟台名师
名校长称号。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福福山山区区中中小小学学
今今年年招招111177个个班班

近日，福山区2017年城
区小学初中划片招生范围
面向社会公布。城区9所小
学招收7 0个班，4所初中招
收47个班。其中，今秋新启
用的河滨路小学招收 8个
班。

据介绍，对于未按照规
定时间入学或放弃入学的适
龄儿童，福山区教体局将不
再接收其在福山区内公办学
校入学。福山区外报名入学
(含转学 )时间截止到8月31
日。

根据要求，小学招生对
象为截止到2017年8月31日年
满六周岁，未取得过小学学
籍且符合福山区城区公办小
学入学条件的适龄儿童。初
中要求有正式注册2012级小
学学籍且符合福山区城区公
办初中入学条件的适龄儿
童。

学区划分本着就近入
学(“就近”是指相对就近，不

是指绝对地理位置的远近)
的原则进行，并综合考虑学
校的分布情况、学校周边居
民区生源的情况以及学校
规模等方面因素。学区划分
以第一监护人或适龄儿童
的房产信息为主要依据，同
时参考适龄儿童的户籍信
息。并以6月15日(最后一次
提供证件截止时间)适龄儿
童提供的户口本、登记的家
庭住址或者租赁地址等信
息为依据。

本报记者 李楠楠

下下半半年年教教师师考考试试
增增加加心心理理教教育育学学科科

近日，省教育厅转发《教
育部教师工作司关于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增加“心理健
康教育”等学科的通知》，确
定从今年下半年开始，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增加心理健
康教育等学科。

通知中介绍，自2017年
下半年开始，各试点省份的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初中、
高中、中职文化课类别增设

“心理健康教育”“日语”“俄
语”学科；小学类别面试增设

“心理健康教育”“信息技术”
“小学全科”学科。各类别新
增学科的笔试科目一、科目
二与已开考学科一致，初中、
高中、中职文化课类别新增
学科的笔试科目三《学科知
识与教学能力》结合面试一
并考核。新增学科的面试暂
由各试点省(区、市)和部属师
范大学自行命题和组织，待
条件成熟后再由全国统一命
题。

本报记者 李楠楠

烟台市市级机关幼儿园鹿鸣园的小朋友们课间游戏。

具体学区信息，可以
关注二维码

“上幼儿园

是一件快乐的事！”

孩子入园在即，家长们都在
忙前忙后地为宝宝们即将进入
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而做准备。除
了入园用品的准备外，更重要的
是家长和孩子的心理准备。

“一定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
种轻松快乐的氛围，对孩子说，

‘上幼儿园是一件快乐的事！’比
如说，上幼儿园可以认识好多小
朋友，大家一起玩，一起做游戏；
还有好多好玩的玩具，幼儿园的
老师会讲好多好听的故事等。”
张少萍说，“这种氛围的营造要
在日常生活中一点一滴融入孩
子的小脑袋中，时间久了，孩子
就会对上幼儿园充满了期待。”

“家长一定不要对孩子说，
‘不听话就把你送到幼儿园’这
样的话。”张少萍说，“这样无形
中是一种暗示，会让孩子对幼儿
园有不好印象。”

放手锻炼

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很多家长说，自己家的孩子
在家不会自己拿勺子吃饭，担心
宝宝会在幼儿园里挨饿，很多家
长甚至为了上幼儿园，突击训练
孩子自己吃饭的能力。

“这一点，家长不必担心。”
张少萍说，“孩子都是有潜力
的，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鼓励
孩子自己动手，自己拿勺子吃
饭，不要因为宝宝勺子拿不好，
弄得满地满身而限制他，爸爸
妈妈这时不要斥责，更不能因
此让宝宝失去兴趣。一定要多
给宝宝机会，相信宝宝会逐渐
熟悉并掌握这些技巧。孩子自
己吃饭也是在培养他的小肌肉
协调训练及手眼协调训练，孩
子上幼儿园后，在集体环境中
会相互影响，比较容易激发自
己吃饭的欲望。”

孩子“挑食”

很可能是家长造成的

很多家长送孩子到幼儿园
都会跟老师交代，自己家的宝贝

“挑食”，这个或者那个不喜欢吃
或者不能吃。

除了过敏或者疾病等特殊
原因，张少萍说，“大部分孩子的

挑食，很多时候是家长主观的设
定，人为地固化了孩子的饮食习
惯。”

“别因为孩子一次两次不
吃就判定孩子不喜欢，不爱吃，
其实这样的放弃更能让孩子养
成挑食的习惯。所以别轻易去
放弃。”张少萍说，“其实孩子这
个阶段并没有自己对食物的喜
好的判断，可能因为家长平常
一些习惯或者言语上的暗示，
导致宝宝自己也觉得自己可能
不喜欢，久而久之，就固定了这
种认识，形成了挑食的习惯。虽
然每个幼儿园的膳食搭配不一
样，但是米饭、荤菜、素菜、汤，
大部分孩子对大部分食物都是
可以接受的。”

多说“肯定”词

少说“否定”句

由于宝宝年龄尚小，语言理
解能力还不够完善。“这一点，建
议家长多对孩子说肯定的词，少
说否定类的语句。”张少萍说，

“比如，多对孩子说应该做什么，
不要说不应该做什么。”

“睡觉不要吵闹，换成睡觉
要安静。对老师要有礼貌，要做
一个讲卫生的宝宝……”张少萍
说，“这个阶段的孩子思维比较
简单，理解能力正在逐步提高，
这个阶段主要对单一的逻辑比
较能接受，对于复杂的比如‘否
定之否定’这样的逻辑可能就理
解不了，如果对孩子总说否定的
句式，不要大声喧哗，不要爬上
爬下，不要乱扔东西等，孩子理
解不了，反而强化了要大声喧
哗，要爬上爬下，要乱扔东西等，
效果适得其反。”

孩子入园

家长要学会“放手”

孩子第一次上幼儿园，孩子
焦虑，家长也焦虑。孩子焦虑就
会哭闹，这是孩子进入陌生环境
的主要表现，同时也是令所有家
长既心疼又无奈的问题，一般来
说，新入园的孩子都会哭1-2周
左右，当然也有适应能力特别好
的孩子，只哭1到2天，甚至一天
都不哭的也有。

建议家长这个时候要忍心，
放下孩子交给老师就走。不要停
下来哄，老师很理解家长的心
情，可是家长不可能呵护孩子一

生。如果孩子发现大人也不忍心
会哭得更厉害，有时爱的多了就
成了伤害。

家长焦虑，会有各种担心，
别的小朋友会不会欺负他？幼
儿园的饭菜合不合口？老师喜
不喜欢他……家长的担心很正
常，但一定要理智地对待。“要
相信孩子，相信老师。”张少萍
说，“孩子的适应能力远远超过
家长的想象，要相信孩子，学会
放手，把孩子交给老师后，要果
断地转身就走。班上三位老师，
各方面经验都很丰富，既能组
织好各种游戏活动，也能照顾
好孩子们的一日生活。”

孩子哭着

不想上幼儿园，怎么办？

第一次入园，不少孩子在经
历了新奇和热闹后，开始出现

“不想上幼儿园”的情况，面对孩
子哭闹，家长应该怎样应对？三
个字：坚持送。

这个阶段千万不能“心太
软”。有的孩子每天都在央求父
母：今天我不去了好吗？今天送
幼儿园，明天孩子一哭就不送
了，三日打鱼两日晒网，本来孩
子很快能够适应幼儿园，这样一
折腾，反倒是适应得更慢，家长
上火，孩子也遭罪。

另外，孩子年龄小，语言表
达能力差。“遇到事情家长及时
主动同老师沟通。只要大家共
同努力孩子就能尽快适应环
境。”张少萍说，“现在孩子都很
聪明，会看家长的反应。比如说
孩子摔倒了，这个时候如果家
长过去把孩子扶起来，下次孩
子摔倒，他还会等家长过去扶；
如果第一次，家长没有过去扶，
而是鼓励孩子自己爬起来，下
次孩子摔倒，他就会自己站起
来。因此，在孩子的成长中，家
长要抓住每一个‘第一次’，激
发孩子的潜力，过分得包办和
替代，无疑就是剥夺了孩子锻
炼的机会，无益于孩子自信心
的培养。我们提倡用爱和智慧
守护孩子唯一童年。”

另外，家长要每天按时接送
孩子，帮助幼儿养成天天入园的
好习惯，帮助幼儿熟悉幼儿园和
班级的环境等等。经常用鼓励的
口吻告诉幼儿：“你今天表现真
好！你真棒！老师和小朋友们都
很喜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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