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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高校陆续开学，数千名大
学新生从祖国各地来到海南，崭新
的大学生活就要开始了。近日，记
者走进高校，用镜头记录他们的开
学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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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教育，虽然已普遍得到了家长
的关注，但仍存在一个理解的误区，认
为家庭教育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管教，却
忽视了家长自身的一言一行本身就是

“教材”。“教材”不及时更新，甚至出了
错，怎么教好孩子？

滨海九小校长潘华莉在“开学第一
课”上给家长播放了两个视频故事：一
个是家长问孩子，“如果飞机出事故了，
机上只有一个降落伞包，你会怎么做？”

孩子刚回答“我会带上降落伞包”，
就被家长打断，“怎么这么自私？”孩子
委屈地说，“我想赶快落到地面找人来
救飞机上的人。”

另一个故事是，家长不愿意赡养行
动不便的父母，用担架把老人遗弃到森
林里，并准备把担架带回来。孩子看见
了说，“还是别把担架带回来了，免得以
后我也用这个担架把你们抬进森林
里。”

这两个故事，告诉家长要学会倾
听，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当好榜
样。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永不
退休的班主任，父母的自我学习、自我
成长“永远在路上”，“开学第一课”仅仅
只是一个阶段的起点。

吴少兰表示，学校组织“开学第一
课”既是幼小衔接“磨合期”的应急之
举，也是为家长今后的自我学习做个铺
垫。“当教师要有教师证、当记者要有记
者证。当父母是唯一一个不需要经过
培训考核，不需要持证就能上岗的职
业。”吴少兰说，育儿是门技术活，不是
每个父母都能胜任，成为合格父母。所
以学校一直跟家长强调，要树立和孩子
共同学习、共同成长的理念。

一直从事“问题学生”转化研究的
房娟说，“问题学生”的产生，与“问题老
师”或“问题家长”分不开。尤其是家庭
教育的方式与孩子人格的养成有着直

接联系，甚至决定着孩子一生的命运。
所以家长的自我学习、常态化学习非常
重要，不能做“坑娃”的爹妈。

“孩子不同年龄段，有着不同的心
理特点，家长要掌握一些心理学知识，
避免‘踩雷’。”房娟举了个例子，孩子11
岁左右时会有“中央舞台”的心理，觉得
周边每一个人都在注视自己，所以家长
批评孩子要注意方式，不能当众说，否
则孩子会觉得没面子，更加逆反，达不
到教育效果。

家长实现常态化学习，有一个可以
利用的重要平台——家长学校。

海口市关工委副主任、家庭教育团
团长张理昌介绍说，1997年，海口市第
二十七小学创办了海南省第一所家长
学校。经过多年探索，海口市关工委总
结出家长学校“教育部门主管、学校主
办、关工委主动配合”的“三主”办学经
验，得到了中国关工委和教育部关工委
的充分肯定。截至目前，海口全市公办
学校实现了家长学校全覆盖，家长到课
率达到85%以上。

“不过，目前海口的家长学校也
存在师资队伍薄弱、缺乏符合本土实
际的教材、经费有限、相关部门重视
程度不够等短板。”张理昌希望各级
各部门更加重视家长学校建设，让家
长更好地掌握科学的教育理念和教
育方法。

“如果没有整个社会首先是家庭的
高度教育素养，那么不管老师付出多大
的努力，都收不到完美的效果。学校里
的一切问题都会在家庭里折射地反射
出来，而学校复杂的教育过程产生困难
的根源也都可以追溯到家庭。”前苏联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让我们
更深刻地认识到——

爱孩子，就要和孩子一起学习，共
同成长。

海口公办学校全部设立“家长学校”，让家长和孩子共同学习共同成长

新生家长上“开学第一课”
■ 本报记者 周元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新的学年已经开启，连日来，数千名大学新生
从全国各地陆续来琼入校，准备开始一段陌生而
充满期待的人生旅程。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对大学生活还一知半解、
懵懵懂懂，为了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全新的学习生
活环境，记者近日走访了省教育厅及海南大学、海
南师范大学，请有关专家及老师为他们提供“新生
入学锦囊”。

保持学习态度 改变学习习惯

大学生仍应以学业为重，但在大学学习中不
可完全沿用中学学习的方法。

“进入大学，大家就会发现，学校里的课程设
置、教学方法、管理模式都与中学有了很大区别。”
海南大学学生处处长陈卫东分析，在中学阶段，学
生学习的目的很明确——争取在高考中获得好成
绩，最终考进理想的大学。但是，大学更看重的不
是分数，而是知识运用和综合素质，以及是否能够
掌握未来从事专业工作或研究的技能和能力，因
此需要学生更多地进行自我学习、自我管理、自我
服务。

海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王鹏以英语
学习为例：高中英语学习主要学习课本内容，语法
性强、理论性强，属于“强迫型学习”，容易养成死
记硬背的习惯。而大学英语学习则是专业性强、
实践性强，属于“自觉型学习”，大学的英语专业课
程设置，充分体现了精泛结合的理念，精读、泛读、
听力、写作、口语、英美历史和文学、翻译理论与实
践等等都可以为大家提供养分。

陈卫东建议，同学们在大学要坚持高中学习
的良好习惯，但要改变高中的学习方式与态度，在
大三、大四学期打下一定基础后，要积极参加相关
专业的比赛或者专业实践活动，提升自己对专业
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同时，还要主动和专业老师
交流，获得更多的专业学习建议，了解最新的专业
发展动向。

正确看待差异 尽快熟悉环境

说完了学习，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辅导员谢丹补充，大学所给予学生的不仅仅是智
慧，还能帮助其塑造优秀的品质和人格。对新生
来说，大学生活犹如一面镜子，要学会用宽容和豁
达的心态去面对和适应崭新的大学生活，生活必
将给予相应的回报。

她说，同学们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的风俗、生
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糅杂在一起，各地的经济发展
水平和文化背景也有很大差异，大家都需要调整
好心态用心认识大学生活，正确看待差异，学会适
应环境，让自己尽早进入大学既定的轨道。

其次，同学们要努力学会独立生活。大学是
学生锻炼独立生活能力的重要阶段，独立生活应
从身边不起眼的小事做起，比如，备好日常生活用
品，整理好自己的床铺、衣物，结合学校规定合理
规划和分配时间，尽快熟悉校园内外食堂、医院、
商店、邮局、银行等生活服务设施的位置、开放时
间等，信心满满地迈向独立生活。她还提醒，海南
的天气较为炎热与潮湿，从外省过来的同学应及
时准备防暑防晒防潮物品，避免出现中暑、湿疹等
不良症状，同时也要注意饮食安全。

此外，学生社团和学生会作为大学学习生活
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大学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
大一新生应该根据自己的兴趣积极加入学生社团
组织或者学生会，以及其它学生组织。这将帮助
大家更快地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新朋友。

勇敢追求梦想 探索未知领域

近几年，“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成为大学校
园里的高频词汇，越来越多大学生对创业产生兴
趣。省教育厅高教处副处长林琛也认为，当今世
界，知识更新的速度越来越快，知识倍增周期越
来越短，奇点出现、科技爆发、认知盈余与共享
主义将极大地促进工业化和智能化的进程，面对
多样、多元、多变的未来，同学们要努力建构能
够适应自己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他建议，有创新创业意向的同学，可以积极
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参加“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
术科技作品竞赛等各类科技竞赛和学科竞赛活
动，在老师的指导下尽早进入学术科研创新领
域。

当前，省教育厅已经出台了《海南省高等学校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方案》，指导高校将
设置合理的创新创业学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建
立创新创业学分积累与转换制度，将学生开展创
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
算为学分，将学生参与课题研究、项目实验等活动
认定为课程，同时实施弹性学制，放宽学生修业年
限，允许调整学业进程、保留学籍休学创新创业，
为大学生创业扫除了后顾之忧。

林琛希望，同学们能在实践中理解创新与人
类文明的有机联系，培养善于发现和提出问题的
能力，培养学习掌握技术的兴趣和意愿，提升解决
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弘扬“敢为人先、追求创新、百
折不挠”的创业精神，自觉追寻为“大众创业 万众
创新”贡献青春力量的“诗和远方”。

数千名大学新生陆续来琼求学

“入学锦囊”
送新生

学习常态化 亲子共成长孩子新入学 家长有点“懵”

“快开学了，孩子兴奋得很晚
都睡不着怎么办？”

“孩子爱动，上课时会不会注
意力不集中？”

“我家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在
学校会不会被欺负？麻烦老师多
看着点！”

……
开学前后，海口几乎每个新

生班级微信群，都会被家长一个
接一个的提问刷爆。同样，每天
接送孩子的新生家长，也总喜欢
在校门外多待一会儿、多看一

眼。“孩子第一次上学，肯定不放
心。”9月1日，刚送孩子上学的
琼山五小新生家长林娟告诉记
者，幼儿园是以“玩”为主，小学
开始就要以“学”为主，孩子天性
好玩、爱动，自己一直担心儿子
上课不专心听讲，也担心他和同
学有争执。“最怕打架了，伤到别
人，伤到自己都麻烦。”林娟说。

在采访中，小学新生家长普
遍对孩子上学后自己要扮演的
角色、要做的事情不是很清楚，
比较“懵”。只不过在表现上，有

些是“焦虑型”，有些是“放任
型”，其中后者在农村学校更为
明显。

陵水黎族自治县本号镇民
侨小学教师符春娥，经常在报名
时听到这样的话——“孩子交给
学校，我们家长就放心了。孩子
不听我们的话，他们就服老师
管。”符春娥说，学生的教育一定
是家庭、学校、社会“三合一”，绝
不是送进学校就撒手不管了。
碰上这样的家长，老师们又气又
无奈。

新生家长“四顾心茫然”，容
易给学校的教学管理带来被动，
也可能影响对孩子的教育。

“比如，有些家长不放心孩
子，也不放心老师，恨不得一直跟
在孩子身边，接送孩子上下课后
也不着急离开，挤在校门口，影响
了交通秩序和教学管理。”吴少兰
说，碰到这样的情况，老师要花费
很多时间解释，加重了老师负担，
也容易产生误会和冲突。

留俄心理学博士、海南师范
大学副教授房娟表示，新生家长
担心孩子不适应学校生活，喜欢
代替孩子做一些事情，而这种“代
办”或过度关心会影响孩子对新
环境的适应，同时也会使孩子失
去锻炼独立自主能力的机会，更
容易让孩子产生依赖心理。

为了让新生家长顺利度过幼
升小“磨合期”，滨海九小从七、八

年前开始探索，在开学前给新生家
长上“开学第一课”，讲解学校的管
理要求、教育理念，以及如何与老
师建立良好的沟通。这一做法后
来也在海口西海岸九小推广。

通过几年的实践，“开学第一
课”给家长带来的变化日趋明
显。吴少兰说，现在家长不仅更
理解学校工作，参与学校活动的
热情也越来越高。不少家长主动
担任志愿者，在学校大型活动和
日常放学时维护秩序、疏导交
通。这种言传身教对孩子的成长
也有帮助。

“校园生活对我和孩子来
说，都是新的，都是一个挑战。”
滨海九小新生家长杜德成对记
者坦言，他有时甚至想亲自带儿
子进教室、上厕所，带他去交朋
友，帮他尽早适应环境。“‘开学
第一课’让人受益匪浅。我要学

会做一名‘放手’的家长，不必把
所有关于孩子的事情都抓在手
中，要给孩子一定空间，与学校
老师多沟通配合，共同努力把孩
子培养好。”

对组织家长上“开学第一
课”的做法，老教育工作者、海口
市教育局关工委常务副主任邢
贻敏点赞支持。他说，家庭教育
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
应该从边缘走向中央，引起足够
的重视。特别对新生而言，周围
的环境和人际关系都发生变化，
新生家长更应帮助孩子顺利度过
衔接期。“目前，海口市公办学校
全部设立了‘家长学校’，但家长
的‘开学第一课’还只是在部分学
校开展，建议今后把‘开学第一
课’纳入‘家长学校’的主要内容，
进行常态化管理，实现新生入学，
家长‘入校’。”邢贻敏说。

开学第一课 父母不能落

海口市民李彬彬没有
想到，刚升入小学一年级
的儿子还没进课堂，自己
就先当了一回“学生”。8
月29日，海口市滨海九小
在学校礼堂给全校新生家
长上了“开学第一课”，该
校副校长吴少兰围绕“让
每个孩子成为最好的自
己”这一主题，为包括李彬
彬在内的600多名新生家
长介绍了孩子入学后家长
应该注意的事项，希望家
长们以正确的心态、科学
的方法，与学校共同把孩
子教育好。

“这样的课太及时
了！”李彬彬的话说出了很
多新生家长的心声。的
确，崭新的校园生活，对新
生和新生家长都是同样新
鲜而陌生。当孩子开始自
己人生道路的一段重要旅
程时，家长们也需要做好
相应的准备。

开学表情

9月1日，2017年秋季开学第一天，
海口市龙华区玉沙实验学校迎来一年级入
学新生。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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