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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家长聊天时都发现!"叛逆#难沟通#

做事拖沓$是家长们口中出现较高的词%说话

孩子听不进去! 让孩子写个作业说了七八遍

还是没动静% 不少家长在为小升初奔走辛劳

之下!对孩子的"叛逆$甚至有点上火%

孩子叛逆! 家长注意沟通方式

教育专家表示!孩子即将进入初中阶段!

这个时期!孩子开始进入青春期发育阶段!心

理开始有所变化!其实就是开始思考问题了%

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林先生表示!"孩子的自

我意识不断加强! 知道家长和老师说的不一

定全部都是对的!所以会表现得比较叛逆!也

难以沟通% $此时!家长不应盲目地否定!即使

孩子的观点是错误的! 家长也应重视方式的

使用!以一种孩子容易接受#尊重孩子的姿态

给予引领%

林先生认为! 家长首先要改变自己的沟

通方式% "孩子很多时候抗拒的不是家长的沟

通内容!而是家长高高在上的沟通态度% $他

表示! 沟通的效果不取决于家长到底说了多

少!而是取决于孩子听进去了多少% 因此!这

个阶段的家长一定要少言#慎言#多听#多看%

做事拖沓! 家长需考虑是否人为导致

至于做事拖沓!教育专家表示!这个问题

也是因人而异!有些孩子拖沓!可能是性格习

惯&有些孩子!可能是存在抵触情绪!所以才

人为地拖沓%所以家长对待这个问题!还是得

灵活!多考虑下拖沓的原因%

"孩子进入小学高年级!对于学习已经有

点疲了!对于家长和老师的要求!已经形成了

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所以比较拖沓% $林高

龙表示!孩子的拖沓可能是学习兴趣的问题%

如果有兴趣了!就有自主性了!有自主性了!

就不会拖沓%同时!家长还应考虑孩子的拖沓

是性格使然还是人为所致% 如果是孩子故意

拖沓! 那家长就得思考为什么孩子有抵触情

绪!要解决根本问题%

专家支招"""不唠叨#忌说教

小升初阶段! 孩子的心理由于面临着升

学或者择校!变得细腻而敏感%与这个阶段的

小孩子进行沟通! 不论是生活上还是在学习

上!家长都应该关注孩子细微的心理变化%对

此! 专家为家长在小升初阶段怎样和孩子沟

通进行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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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沟通准备

为了让沟通更有效果! 家长和孩子之间

的沟通不要太随意%在沟通之前!家长必须有

所准备% 比如!就沟通事项!家长双方之间的

意见要先统一!同时还要考虑孩子的承受度!

比如择校问题%

!

选好沟通场合

有些家长在吃饭的时候心血来潮! 直接

对孩子在学习中的问题进行责难式的沟通!

专家表示! 这可能会让沟通的有效性大打折

扣% 家长在小升初阶段对孩子的教育尽量是

单独的!谈话性的!避免公开的训斥% 孩子在

十几岁的年龄!最好面子!自尊心很强% 所以

对孩子的教育尽量避免在公开场合! 尤其是

在他的老师和同学的面前%

!

用好沟通典型

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不少家长都喜欢用

同龄人成功的案例和自己的孩子进行比较%

沟通时切忌不要总是在孩子耳边讲自己怎样

为他付出!拿自己小时候与他对比!或拿别的

孩子与他对比! 这样做只能招来孩子的逆反

心理% 要就事论事!具体地分析问题!帮助孩

子解决问题!而不是埋怨#比较%

!

语言精炼别说教

和孩子沟通时要把握谈话的时间! 切忌

唠叨%在沟通的过程当中!直接简洁地和孩子

说明沟通内容即可! 过度唠叨反而会让沟通

失去效果% 同时家长需要改变只说不做的教

育方式! 尽量避免苍白的说教! 而是身体力

行!为孩子做出表率%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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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线索'''新闻线索不等于新闻事实!它

只是为新闻采访报道提供有待证实#扩展和深化

的信息!给新闻记者提示新闻的所在!新闻采访

的方向%

第一手材料'''记者不经过任何中转环节!

直接从他要报道的事实那里得来的材料!包括记

者的直接观察和物证材料%第一手材料具有实证

性#生动性和可读性的优点%

第二手材料'''在记者和事实之间存在着

一个中转环节的材料!记者从当事人和目击者那

里得来的材料就属于这一类%

真实'''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是新闻写作的

第一要领%真实包括整体真实以至每个细节都必

须真实%用事实说话!作为一条报道原则!一种实

践方法和技巧! 是新闻写作的最大特点和优势!

是新闻区别于文学#评论等文体最显著的标志%

$丹江%

*+

,-

%&

./

01234

周口直映教育四年级 马郡阳

编号&

3455

我喜欢热闹非凡的城市! 更喜欢

有着独特风景的乡村%

春天!路旁#坑塘边的小草争先恐

后地探出头来& 小野花也不甘示弱地

打苞了!小小的!鼓鼓的&小树远远地

看起来一片浅浅的绿意! 近看却微微

冒出嫩芽! 像一个个羞涩的孩子打量

着春天的乡村% 渐渐的!一阵阵春风拂

过!一场春雨下过!不知何时!草青了!

树绿了!花开了!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

了!在天空中"叽叽喳喳$地唱着歌% 到

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

春姑娘还未和我们说再见! 热情

的夏王子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小树

高了!粗了!叶更绿了!阳光一照!闪闪

亮亮! 像无数个绿色的精灵在上面舞

动% 大树枝繁叶茂! 如同一把把大绿

伞!为人们遮挡烈日% 忙碌过后的老人

们在大树下摇着扇子! 或说着家长里

短!或下着象棋!孩子们有的在树下玩

着游戏!有的比赛爬树!就像一只只灵

活的小猴子% 不一会儿!聊天声#下棋

的争论声# 孩子们时调皮惹得大人们

的训斥声!加上树上的知了的伴奏声!

汇成了独特的乡村交响曲%

秋姑娘潜入人间时! 有些玉米的

叶子刚刚泛黄!大豆还是一身绿装!空

气中还弥漫着夏的燥热% 田里的玉米#

大豆在我们期盼的目光中渐渐成熟

了!空气中弥漫着丰收的气息% 往田间

地头一站!随着收割机的声响!大片大

片的庄稼倒下了! 随之! 黄澄澄的玉

米# 金灿灿的豆粒映入人们的眼帘!

"今年你家又大丰收啦( $"是啊!是啊!

你家也一样% $主人高兴!旁边等着收

割机的邻居也高兴! 他们那被阳光晒

得黑红的笑脸看起来格外漂亮%

冬爷爷在飞舞的雪花中走来了%

村里下雪了!到处白雪皑皑!就像一个

白色的童话世界% 从村里向外走!要经

过一条大路! 大路两旁是一大片一大

片的麦地% 人们穿得厚厚的#鼓鼓的!

就像一个个棉花包似的% 走过堆满积

雪的大路! 一不小心就会滑一跤!不

过!大家并不生气'''"今冬麦盖三层

被!来年枕着馒头睡$!他们可等着来

年的丰收呢% 孩子们就不管那么多了!

打雪仗#堆雪人!玩得开心极了(

乡村的四季风景如画! 有时间你

也来看看吧( $辅导老师&王沐楠%

老师点评! 小作者采用季节变换

法写景"条理清晰# 在具体写四季景色

时" 抓住了乡村独特的风景" 动静结

合"用拟人$比喻等修辞法"把乡村四

季的景色描绘得真切$轻灵$自然$充

满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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