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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1. 了解孩子入学不适应的表现和问题的成因。

2. 掌握让孩子迅速适应小学生活的家教策略。

3. 灵活运用策略解决孩子的入学适应问题。

4. 掌握培养孩子生活自理能力的方法并实际应用。

教学重难点

目标 2、目标 3。

教学准备

一、学员准备：

1. 带上《家庭教育手册》。

2. 积极配合教师思考以备课堂上交流。

二、教师准备：

1. 准备在课堂上播放的多媒体文件。

2. 准备相关的教学资料。	

教学提纲

一、开场热身。（10 分钟）

二、精讲点拨。（60 分钟）

第一课　高高兴兴上学去——培养孩子的入学适应能力

教学设计

一年级　第一讲

第一课　高高兴兴上学去
——培养孩子的入学适应能力

第二课　我的手绢我来洗
——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家庭教育手册

教学设计 小学2

第二课　我的手绢我来洗——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三、疑难解答，班务交流。（30 分钟）

教学流程

一、开场热身。

各位家长：大家好！首先祝贺各位家长，因为从今天起，各位家长已经正式成为

河北省家长学校的学员，请大家站起身来跟同座的朋友握握手或点点头说一声：“同

学，你好！”寒暄过后，我们心潮起伏，是啊，“同学”，这是多么久违的称呼！“课

堂”，多么久违的地方！但是，今天我们为了孩子，重新回到阔别已久的校园，让我

们伴着上课的铃声重新走进课堂，重温一次做学生的感觉，我们的孩子坐在一年级的

课堂上，我们也坐在了家长学校一年级的课堂上，让我们再次伸出双手，用热烈的掌

声为我们自己喝彩，祝贺我们成为家长学校一年级的学员！

那么现在请翻开我们手中的教材，让我们先来熟悉一下这套教材的主题，我们这

套教材是由 6 个分册组成，其主题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四个学会”来设

计的：即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交往、学会做人。我们打开目录，随便翻看一课，

比如第二课，我们便知道这是关于生活方面的内容；再翻开第四课，便知道这是学习

方面的内容。每一课都能找到相对应的主题。再让我们来熟悉一下每课的框架：每一

课分别由案例、案例分析、了解孩子、建议、大作业 5 个部分组成。案例的设计是引

发家长思考自己的教育行为；案例分析的设计是让家长了解问题背后的成因；“了解

孩子”的设计让家长通过小测验大体了解孩子的情况，发现症结所在；建议是专家给

出的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大作业是建议内容的细化和强化，以培养孩子的某种习

惯为目标，按照一定的步骤做出一个 30 天左右的行动计划，并分解成几个小目标，

分阶段完成，初步形成孩子的某种好习惯。

孩子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遵循规律对孩子进行培养。每个年龄

段孩子的培养重点是不一样的：低年级以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培养为重点，中年级

以学习方法的掌握和优秀品质的形成为重点；高年级以实现学生的自我管理和与父母

的有效沟通为重点。所以，作为低年级的家长，我们一定要抓好孩子习惯的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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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精讲点拨。

第一课　高高兴兴上学去
　　　　　　　　　　　　　　　——培养孩子的入学适应能力

首先让我们来学习第一课。

（一）引——案例引入。

在讲课之前，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2011 年 9 月中旬的时候，我的一个朋

友打电话说，想往我们学校转来 1 个一年级学生，孩子挺聪明的。我说，行，带孩子

过来吧。下午见到了孩子——很文静秀气的一个小男孩，孩子的妈妈也很时尚漂亮。

我查看了相关证件、进行了面试后，就安排入班，可是，这个孩子横竖就是不进教室，

老师、家长好话说尽，孩子就是拽着妈妈的手不进教室。后来我们对家长说：“你走

吧，你一走，孩子就没得想了。”可是事与愿违，孩子妈妈刚趁孩子不注意快步离开，

我们带孩子进教室，结果孩子发现妈妈不见了，哭喊着追出去，一直追到操场中间，

不让妈妈离开。孩子妈妈心软了，说：“这样吧，我今天带他回去，做做他的思想工

作，明天再送过来。”第二天，照样送不进去。就这样，每天早晨妈妈送来，孩子哭

喊着追出去，一直送了十来天也没把孩子送进教室。我们束手无策，也不知道怎么帮

这位妈妈，跟着干着急，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孩子又转学了，不知道在新环境里适

不适应。

上学期我在看家长提出的问题的时候，一位一年级的家长反映，女儿说希望自己

的妈妈死掉，那样就没人催她写作业了。我一直在问自己，这些孩子到底怎么了？为

什么这些孩子就不能适应小学的生活呢？怎样才能帮助他们？

（二）测——对照自测。

这个小男孩如此地让人头疼，您的孩子是什么状态呢？请打开教材第一课的自测

题，请您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下测评。能做到 5 条以上的请举手，说明你的孩子已基

本适应小学生活，其余的孩子说明在适应方面还有待努力，不要着急，我们现在就帮

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三）议——讨论对策。

首先请适应能力差的孩子的家长来说说，您有什么困惑；接着请适应能力强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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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家长说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四）点——点拨支招。

大家刚才都各抒己见，谈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也想把课本上的内容帮大家梳理

一下，孩子为什么会不适应呢？最主要的有以下 3 方面的原因：

1. 人际关系不适应：幼儿园学生少老师多，备受关注；小学学生多老师少，感到

陌生。

2. 学习不适应：内容多，纪律严，有作业，让孩子感到有压力。

3. 生活不适应：不住宿，不午睡，还得早起晚归，玩得少，让孩子感觉很累。

所以孩子就觉得幼儿园好，对小学生活有抵触情绪。既然了解了原因，我们就可

以对症下药了。

在这里，我想借用中医的四诊法“望、闻、问、切”来解决孩子的问题。

孩子放学之后，你先“望”，观察孩子的表情，看他是高兴、颓丧还是漠然，因

为孩子们心里高兴不高兴都会表现在脸上；然后“闻”，听他说话的内容，是肯定的

多还是抱怨的多；接着“问”，询问他在学校里的开心事、和小伙伴玩的游戏、听老

师讲课的内容等，从他的回答中进行判断；最后是“切”，通过上面的三步，你基本

上能判断出孩子是不是适应，是哪些方面不适应？这样就可以“对症下药”了。

如果是人际关系不适应，要指导孩子主动交朋友，跟小伙伴们主动打招呼；学会

合作，跟小朋友一块玩游戏；学会分享，有了好东西跟小伙伴们分享。

如果是学习生活不适应，要指导孩子增强学习适应性，晚饭后模拟课堂，跟孩子

做益智游戏，一家人看书读报，营造快乐的学习氛围。

如果是生活节奏不适应，要指导孩子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首先制定作息时间表，

然后教孩子学会铺床叠被，穿脱衣服，洗漱整理，收拾碗筷，生活自理，形成好习惯。

（五）用——灵活运用。

我们了解了问题的原因，也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付之以行

动，在这里给家长布置一个大作业，希望大家如期完成。

1. 开学前两周：向往——憧憬小学。

心理准备：家长在开学前要自然而然地渗透“上小学真好”这样的思想，描绘学

校的美好、老师的负责、科目的齐全等，学习生活美好，让孩子对小学生活产生向往。

物质准备：跟孩子一起挑选书包、文具，尤其是铅笔一定要选用木制铅笔，文具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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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太花哨，以免分散孩子注意力。

文化准备：跟孩子一起背诵弟子规，让孩子懂得做学生就得懂规矩。

2. 开学第一周：悦纳——亲近喜欢。

首先让孩子亲近他周围的人，跟同学交朋友，跟老师打招呼，喜欢周围的人，喜

欢要做的事，接纳身边的一切。家长通过每天放学后的“望闻问切”了解情况，调整

孩子的心理状态，最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用正向的力量引导孩子，让孩子感到每天

都是快乐的、充实的、生机勃勃的。

3. 开学第二、三周：适应——记录变化。

定时间，做记录，勤鼓励。

4. 开学第四周：强化——巩固定型。

评价行为养成情况，巩固成果。

适应越快的孩子越优秀。

（六）拓——拓展阅读。

我这里有个成功地解决开学不适应问题的案例，家长有时间可以读一读，或许会

对您有所启发。

沟通与转变

2008 年 9 月 1 日，我的儿子赵孜恒十分欣喜地成为了中关村二小华清校区一年

级 11 班的一名小学生。怀着对小学生活的憧憬，带着一颗好奇的心，孜恒走进了一

个全新的天地。令人始料不及的是，孜恒很快成为了班里的“明星”人物：他上课基

本不听讲；他跟同学打闹致人受伤；他做操排队过于散漫；他扰乱课堂秩序；他有时

甚至对老师的指令不予理睬……因为新闻不断，孜恒一度成为同学们放学回家后的谈

资，不少家长都会问孩子：“你们班孜恒今天又闹出什么事了？”开学没多久，作为

“明星”的妈妈，我就被老师请到学校沟通了好几次、接到其他家长投诉若干次。一

连串问题的出现令我措手不及，我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孜恒是一个特别的孩子，

一个逆反的孩子，一个需要老师和家长费心的孩子。通过学习，我了解到，每个孩子

都有“入学适应期”，适应期的长短因人而异，表现各不相同。在这个时期，家长要

细心观察孩子，做到有的放矢，不能过于急躁。

我调整了自己的工作节奏，推掉了一些出差的工作任务，尽可能留出更多的时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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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孩子在一起，了解他的校园生活，观察他做事的专注力，督促他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很快，我在老师的指导下建立了家校联系册。刘老师建议在联系册中给孜恒设立

短期目标：一段时期内，老师在学校主要考察他课堂听讲和做操排队两方面的表现；

我在家里主要考察作业速度和作业质量两方面的表现，相关情况彼此都会通过文字及

表情反映在家校联系册中。

家校联系册建立一周之后，孜恒开始有了明显进步，他很重视老师每天写下的评

语以及奖励的笑脸图案。如果能得到两个笑脸图案，他就高兴不已，主动给家人展示。

回到家里后，他也开始按照要求及时认真地完成作业。虽然最初写作业的主动性稍差，

但是经过督促后，基本改掉了以往写作业磨磨蹭蹭、三心二意的毛病。在家校联系册

建立到第三周的时候，孜恒因为表现优异被调到了红花得数最高的第六组，这大大增

强了我们所有人的信心。在一片赞扬和鼓励声中，孜恒开始骄傲了，一些已经改正的

小毛病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慢慢地，家校联系册上的笑脸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

因“乱画桌子”、“上课说话”、“站队打闹”等行为得到的哭脸。经过引导和调整，

孜恒在学校的表现仍然反反复复，不太稳定。刘老师与我沟通之后，将他调离了象征

荣誉的第六组。也许这次的黯然退出令孜恒心有不甘，他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努力成

果得来难、失去易，开始主动调整自己了。“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发言”，“作业书

写及时认真”，“提出表扬”这样的评语不时地映入我的眼帘，在即将告别 2008 年

的时候，那些可爱的笑脸图案又重新回到了家校联系册上，甚至比以往得到的更多！

在这本家校联系册的帮助下，孜恒基本度过了入学的适应期。今天，当我一页一页地

翻看这本建立于两个月前的家校联系册时，感慨万分。两个月的时间，在人生的旅途

中只是白驹过隙，但是，一位老师的爱心和责任心则清晰地镌刻在了这本小小的家校

联系册中。这份爱温暖了孩子的心田，这份爱将使孩子受益终生，这份爱为我指引了

前行的方向。这两个月来，我和孩子一起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第二课　我的手绢我来洗
　　　　　　　　　　　　　　　——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

（一）引——谈话引入。

农村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勤快妈妈懒女儿。让我们来看一位年轻妈妈的叙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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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真不好意思，可能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吧，妈妈一直当我长不大，什么都不让我做，

每次回娘家都是空手而去却满载而归，想吃什么一个电话，然后回家就等着吃。妈妈

到我家里来视察，看到我没什么，马上就给我买回来了，空空的冰箱一会儿就被老妈

装满了。妈妈是这边数落我懒惰，那边又还要给我买这买那、忙这忙那。而我的“小

龙女”，两岁半就上全托，一个星期接回家一次，自己穿衣吃饭，包括晚上自己起来

上厕所，她自己能做的事情，我坚决不会动手。所以从小在朋友的孩子里面，她是出

了名的独立，什么都自己做，别人要帮忙都不同意。连她最爱的毛绒玩具小狗破了都

是自己拿针缝上。去妈妈家，妈妈习惯性地要帮她，她总是说：“姥姥，你能不能让

我自己来，我又不是小孩了。”每次我到妈妈家再去接她的时候，老妈都要感叹地说：

“小龙女太好带了，什么都不用我管，都做得好好的。我这个勤快妈妈养了你这个懒

女儿，你这个懒妈妈倒养出来了一个勤快的女儿！”

所以说家长越是关怀得无微不至，孩子越是接近白痴，家长剥夺了孩子的权利，

走孩子的路让孩子“无路可走”。就像我们书上说的康姐，正因为自己照顾得太周到，

所以孩子依赖性很强。

（二）测——对照自测。

那么，您是一位什么样的家长呢？您的孩子的自理能力怎么样呢？让我们打开教

材第二课的自测题，自己检测一下，能做到 5 条以上的请举手，说明您的孩子具备了

初步的自理能力，其余的就是孩子的自理能力不理想的，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三）议——讨论策略。

首先请自理能力差的孩子的家长来说说，您有什么困惑；接着请自理能力强的孩

子的家长说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四）点——点拨支招。

大家刚才都各抒己见，谈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我也想把教材上的内容帮大家梳理

一下：

孩子为什么自理能力差呢？主要原因就是家长的溺爱：心疼孩子，怕孩子累着；

担心孩子，怕添乱，不干还好，越干越乱；学习重要，家务活有大人呢，小孩就学习

吧。家长溺爱的同时，抹杀了孩子的自理能力、服务意识和责任感。

所以，家长只要舍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去做就可以了。在这里帮大家总结了生活

自理能力“四步走”策略。第一步：领着走。家长教，孩子做；（边播放叠衣服、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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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袋的视频。）第二步：陪着走。孩子做，家长看；第三步：跟着走。孩子做，家

长夸；第四步：大放手。孩子天天做，家长欣欣然。

（五）用——灵活运用。

我们了解了问题的原因，也知道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付之以行

动，在这里给家长布置一个大作业，希望大家如期完成。

1. 第一周，想一想。

引导孩子想一想：我自己能独立做哪些事情呢？然后跟孩子共同绘制表格。

2. 第二、三周，做一做。

指导孩子做一做，灌输“我能做得很棒”的思想，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把生

活习惯、家务劳动做成表格，贴在白板上，然后开始贴星星、小花。

3. 第四周，夸一夸。

“爱我你就夸夸我！”定期表扬，巩固孩子的好习惯。

4. 实施小贴士。

（1）在生活中，父母要有意识地锻炼孩子对日常生活的处理能力。

例如，让孩子从洗自己的小毛巾开始，逐渐学会洗自己的袜子、小衣服等。从帮

父母拿筷子、拿碗，逐渐学会洗米、洗菜、煮饭。从与小朋友玩儿开始，逐渐学会在

客人来时，迎接客人、拿食品招待客人、主动与客人讲话、求教、讨论等等，使孩子

逐渐学会自己处理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问题。

（2）如果孩子自愿要求帮助父母干点儿小事，帮父母的忙，父母应该鼓励并指

导孩子去干，不要常常认为孩子还小，干不了，就不许孩子动手。

（六）拓——拓展阅读。

我是怎样培养儿子好习惯的

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都是从小养成的。作为家长，基本可以在 10 年里让孩子

养成他应有的学习、生活、运动、兴趣、爱好、礼貌等良好习惯，但这一切不需要操

之过急，需要父母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努力。儿子读一年级时，我刚好调任小学校

长，可以与他一起成长。他上学第一天我就找他谈话，告诉他一年级小学生应该要做

到的事，主要为 3 件：

1. 完成作业之后才能玩或看电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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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晚上 8∶00 前洗澡、上床睡觉，早上 6∶40 闹钟响，自己起床上学。

3. 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例如收拾书包、准时起床、作业独立完成等。

其实他每天 5 点下课后就在教室里自己把作业做完，然后跑到操场上玩单杠和乒

乓球，等到 6 点我下班时他就跟着我回家。正是这样，我用了两年的时间不停地告诉

和暗示他就做好这 3 件事，结果他轻松读完二年级，我从没操心过。成绩基本保持在

班上前 3 名，分数我倒从不在意，却极在意他的学习和生活习惯、运动和意志力的培

养，两年下来他的乒乓球居然打得相当不俗，他自己睡房的墙上全是自己练乒乓球打

下的斑斑点点痕迹，当时基本可以跟小学高年级的学生对打了。

三、疑难解答，班务交流。

各位家长，除了刚才讲课中提到的这些问题，您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还遇到了哪

些问题，请您提出来，我们大家帮您一起解决。请填写问题卡，我们搜集整理后，下

次解答。

现在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近一段时间的班级情况……

布置作业：

1. 育子经验：把您两个月中教育孩子的经验写下来，最好是以生动的案例形式或

叙事讲故事的方式。期中考试后上交给班主任或 Email 发送到班主任邮箱，我们将整

理成册，跟大家分享。

2. 成长笔记：希望您买个笔记本做好记录，记录自己的学习心得，记录孩子习惯

的养成情况，下次上课的时候请把教材、笔记本、孩子的成长记录带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将对认真学习的学员、有进步的学员、热心的学员进行颁奖。

教师小结：

各位家长，我们今天共同学习了两方面的内容，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认真地学习

教材的内容，多方查阅资料，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制定合适的成长方案，为孩子奠定

良好的基础。谢谢大家，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路是走出来的，书是读出来的，好习惯是培养出来的。

家教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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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计

一年级　第二讲

第三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第四课　今日事今日毕
——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目标

1. 了解孩子缺乏学习兴趣的成因。

2. 掌握激发孩子学习兴趣的家教策略。

3. 灵活运用策略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

4. 使学生家长充分认识到培养孩子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5. 针对孩子写作业拖拉的现象，指导家长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6. 灵活运用方法策略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教学重难点

目标 2、目标 3、目标 5、目标 6。

教学准备

一、学员准备：

《家庭教育手册》、笔记本。

二、教师准备：

《家庭教育手册》；多媒体课件、课前搜集的相关资料；提前与家长交流，了解

孩子在家里的表现。

教学提纲

一、开场热身。（10 分钟）

二、精讲点拨。（60 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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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第四课　今日事今日毕——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

三、疑难解答，班务交流。（30 分钟）

教学流程

一、开场热身。

各位家长，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聚在了一起，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我们发现家

长们很用心地在使用教材，如：××家长，××家长，在培养孩子好习惯方面做得不错，

我们请他们来介绍一下经验。还有很多家长也做得不错，他们是……希望大家向他们

看齐，在下次授课的时候有更多的学员走上演讲台。

二、精讲点拨。

第三课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一）引——谈话引入。

有个小朋友非常喜欢画画，于是他妈妈送他去美术兴趣班学习。第一天孩子回来，

带回来一张画，妈妈打开一看，是一团黑色的墨，便问孩子：你画的是什么呀？孩子

说：“我画的是小鸟呀。”妈妈说：“你怎么这么笨呀，连个小鸟都画不成，还参加

什么美术班，明天不许再去了！”从这以后，孩子就对画画心有余悸，对画画失去了

兴趣。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跟我们最亲的人伤我们最深。也就是说，我们最亲近的

人才会说出最伤害我们的话语。所以，尤其是做父母的，我们对待孩子的时候应该多

竖大拇指，细心呵护孩子的兴趣。

（二）测——对照自测。

那么您的孩子对学习的兴趣怎样呢？请打开教材上第三课的自测题（第32页），

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下测评。得分较高，说明孩子的求知欲和学习兴趣较浓；反之，

则说明孩子的学习兴趣还需要培养。我们现在就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三）议——讨论对策。

首先请学习兴趣较差的孩子的家长来说说，您有什么困惑；接着请学习兴趣较浓

的家长说说，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经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