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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背着大小行囊来到陌生的校园，面对即将开
展的大学生活，该从哪里迈出第一步？一站式的新
生报到服务，简化了报到注册流程，但是手续完成
之后，大学之路将从哪里开始？有点迷茫，有点想
家，有点不知所措，是不少新生的烦恼。
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百度贴吧正在

筹备一场名为“赢在起点”针对新生的吧聚活动，
目前已有 !""余名学生报名，其中 #"$是新生。为
了给新生们最需要的信息，大四学长、交大吧主咸
鱼发帖征集新生们的烦恼和困惑。新生雪语晴霁
回帖表示，大学不像高中那样作息规律，因此有些
担心不知如何合理安排时间，而看到各种各样的
社团和学生组织招新，虽然很感兴趣，却烦恼自己
没什么特长和经验，犹豫要不要报名。%&'()耗子
担心，一些全英语授课的课程能否适应，一些专业
术语不知道会不会听不懂。
除了图书馆、自习教室如何使用，学习时间如

何规划、学习技巧如何掌握等问题外，“想家”是不
少新生面临的第一道成长题。一位新生表示，报
到、注册都安顿好以后，送行的父母也离开了，望
着他们的背影，依依不舍的情绪立刻蔓延开来，鼻
子酸了，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忽然觉得自己特别孤
单。在开学典礼上播放了交大媒体与设计学院新生
小辰拍摄的视频《爸妈》，戳中了不少新生的泪点。
辅导员胡彬老师认为，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

差，无论从生活硬件环境还是与周边同学的相处
交往都会感到巨大落差，这可能是不少来自农村
地区学生的烦恼。而对于来自经济条件比较好的
家庭的新生，离开父母之后独立生活自理能力低
下恐怕是难克服的问题。

新学期老问题 各种“纠结”各种烦
最言简意赅也是最平淡无奇的一个开学形容词便是“新学

年新气象”。从学生到老师，从家庭到学校，既为各种鼓励全面发
展的新政策、新措施而欢心，同时，当那些传统的应试模式、固有
的育人思维，与改革举措相碰撞时，引发的甜酸苦辣耐人寻味。

! ! ! !“为什么要换老师？”“我的孩子换到了朝
北教室，天冷了怎么办？”“同桌成绩和我孩子
差得很远，能不能换个同桌，以免把我的孩子
带坏了”……开学伊始，家长们提出的种种要
求，让老师们颇为为难。
一名校长坦言，每次开学，他接到的最多

的家长来电，都和老师变动有关。尤其是一些
刚工作没几年的年轻老师更容易受到家长质
疑。该校有一名青年教师骨干虽然大学毕业
没几年，但在带教老师和教研组帮助下，成长
得很快，成为全区最年轻的开区级公开课的
老师。但就有家长听闻孩子换了年轻老师，立
刻致电学校表示了不满。也曾有家长在开学
不久，发现孩子似乎一下不能适应新老师的
节奏，直接就向学校表达了不满。“与其急着
为孩子‘出头’，不如先帮孩子调整学习方法。
适应不同老师的教学风格，也是孩子学习能
力的体现。”这名校长提醒，家长在孩子面前
流露出这种负面情绪，不仅不能帮到孩子，更
可能引起他的厌学情绪。
“学校应该创造更多机会，邀请家长走进

校园。”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校长黄建平认
为，这是增进家校间相互信任的好方法。在该
校，每学期都有半天的家长开放日。在这半天
中，家长和孩子一起参加升旗仪式，听课，并
欣赏孩子们的才艺表演。在听课反馈表上，家
长们表达了对老师良苦用心的感谢，也写下
了自己的收获。

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易蓉

! ! ! !费女士的儿子刚刚升入初中，她就开
始张罗各种事：打听儿子所在班级的师资
配备。“打听师资配备，就能早做准备。比
如，哪门科目是新毕业的老师上，那可能就
会相对薄弱，可以考虑给孩子安排个课外

充电的计划。”
像费女士这样的纠结派还不在少数，

如何买教辅书籍等“课外问题”也是家长新
学期关注的焦点。袁女士的女儿刚上小学
一年级，但她发现，女儿的同学各个“身怀
绝技”。“幼儿园的时候，我们采用的是快乐
教育，一个兴趣班也没给她报。但女儿上学
第一个星期回来特别失落，她说，别的小朋
友都会各种各样的技能，钢琴、画画等，自
己什么也没有。”袁女士说，家长们的相互
问候也变成了“你家孩子英语学了什么课
程”、“以后打算上奥数班吗”。

没有培训计划的家长“纠结”要不报

名，有培训计划的家长则在鱼龙混杂的培
训市场上挑花了眼。为了明年上小学做准
备，陆女士这几天为给儿子挑一个合适的
英语早教机构，已经咨询了不下十个人。
“现在已经选定了 *家，但是都收费不菲，
一年总共要近 +万元人民币。钱花出去，总
想有效果，挑个好的不容易。”

静安区第二中心小学校长承敏芳说，
让孩子上好学校、报特长班，安抚的其实是
家长的焦虑心态。“不要把家长的焦虑盲目
地加给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在新生阶段就
对学习产生恐惧，以致将来可能会产生恐
惧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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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学期!希望"负能量#不要影响孩子健康成长 胡雪柏),-.

! 家长总忍不住在"场外$助孩子取

得好成绩 莫己若*,-.

! 大学新生不妨换个角度看%孤单$!有了

新同学终于开始学"独立$ 浦峰*,-.

烦恼的年轻教师
“挑老师”大多没道理

烦恼的预初家长 “人比人”被逼课外充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