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星期三
本报科教卫新闻部主编 总第 $&%期

!"#$%&'()*+,,-./ B!
!"#$

新民网!+++01')2')3$)***45小时读者热线 6744889!!!!来稿!+%):.;+1<&3=(23=)!!!!!信函：">.1;+1<&3$(23$)! 主编：王 蔚 责任编辑：王 蕾 视觉设计：竹建英

“下马威”不如尝试先上一堂“序言课”

最后一周变“复习周”
记者调查发现，中小学举行“开

学第一考”的学校主要以中学为主，尤
其是高中阶段。长宁区初二学生小甘说，
寒假先松后紧，最后一周的忙碌程度堪比
“考试周”。“不仅要赶作业，更要温习一下
上个学期的知识，免得在开学考中措手不
及。”而高一学生陈茜则坦言，整个寒假她
都没有闲着。“各科老师都布置了学科复习
任务，以练习题和试卷为主。”为了应付作
业和复习任务，她除了过年放松了几天，平
均每天都要学习至少四五个小时，最后一
周为了应考更是晚上都在复习。
一位初中数学老师透露，考试不是为

了给学生一个“下马威”，而是希望尽快调
整学生的“放假模式”，帮助他们进入新学
期的学习。但学生们却表示，开学第一考加
重了他们的“假期综合征”。

可能引发厌学情绪
上海市实验学校校长徐红说，通常新

学期开始一个月，教师要帮助和引导学生
进入学习状态，激发他们主动学习的兴趣，
但开学考试确实给学生带来了不小的压
力。该校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以往开学第一

周，有 !"#的班级会进行“摸底考”，出现
紧张和不适应的学生不在少数。不少家长
却表示赞同学校的考试。林女士表示：“孩子
到现在还很散漫，沉浸在过年的轻松气氛
中。我们怎么催他看看书也没有用，‘开学第
一考’应该能‘逼’他快点找到学习状态。”
徐红认为，“老师急切教学，用考试帮

学生收紧，但部分同学却可能因此产生恐
惧和厌学情绪。”因此，从几年前，徐红就在
学校推出了大胆的改革———取消开学第一
考。在昨天开学第一天，所有科目的教师都

没有让学生做测试，也没有讲解新的知识
点，而是上了一堂“序言课”，主要介绍了本
学期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重点，以及学科
的历史故事等。“比如，物理课老师会告诉
学生‘什么是物理’。”
同时，这个学期，上海市实验学校还会

在开学第一二周展开全校征询，主要了解
学生对课堂教学内容和方式的看法，把意
见汇总给授课教师，教师会在新学期根据
学生对课堂的希望调整授课方式。

本报记者 马丹

昨天开学首
日，沪上一些中小学
的开学第一考砸闷了不
少学生，而为了备战开
学第一考，寒假最后一
周变成了“复习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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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刚开学，在沪上某示范性高
中读高三的小丁同学就被各种考
试“缠住”，颇感烦躁———$月末是
例行的年级月考；% 月 &' 日参加
“华约”联盟的自主招生笔试；%月
$% 日至 $( 日参加全市的高中语
文、政治、数学、外语学业水平考
试；( 月 &) 日开始是高三的三模
考试；然后又是月底的月考；)月
后更是以不停的考试代替了总复
习。

按照小丁以往的成绩排名来
看，能通过“华约”自主招生的可能
性并不大。对于自主招生的笔试，
还要不要全力以赴，小丁很纠结。
而从已经完成的会考来看，除了化
学成绩是 *，其他科目成绩都是
+，那么，最后的四门学科会考，要
不要为继续搏全 +而努力？另外，
小丁高考加选的是物理，那么，对
于政治会考还有没有必要投入精
力去背一堆“与高考无关”的内容？
小丁的想法并非个案。七宝中学心理特级

教师杨敏毅，给正在困惑中的高三学生开出了
若干心理“处方”：

一要定心 不妨把即将参加的各种考试梳

理一遍!列张时间表!免得临考时手忙脚乱"

二要保持平常心 对于此起彼伏的考试!学

生自己心中一定要有个谱" 要分析一下哪些该

是自己拼搏的重点! 哪些只是给自己增添一次

机会的考试"一旦前一个考试有所闪失!也要立

即调整好心态!迅速投身到下一个考试中去"

三要处理好各种人际关系 这主要是指要

调整好与家长#与老师可能发生的矛盾"对于家

长的过高期望值要有自己的清醒判断! 不必完

全被大人的意图和目标牵着鼻子走" 而一旦有

了矛盾!也要尽量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去面对"

总之!开朗的心情!是备战考试的一剂良药"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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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第一考“逼”着找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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