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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做事总是拖拖拉拉该怎么办？

提起孩子的磨蹭，每位父母都有诉不完的苦。事实上，孩子做事拖拉的原因有

很多，我们建议不如通过如下方式改变：

形成时间观念。很多孩子对于时间的概念都是很模糊的，他们可能觉得五分钟

是很长的时间。家长要教孩子学会看钟表，还可以买来沙漏，让孩子更了解时间的

长短。这样能让孩子对时间有更直观的印象，然后自己去把握时间。

制订合理计划。父母可以根据孩子的能力，给孩子列一个合理的时间表，要求

孩子按时完成。孩子每完成一项，让他自己在任务后面打一个勾。需要注意的是，

千万不能因为心急就包揽孩子的任务，养成他们的依赖心，以为拖拉也没关系，反

正有人会帮自己完成。需要设置合理的奖惩制度，让孩子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孩子

的生活就会有规律了。

用清晰的指令代替催促。以出门穿鞋为例，与其凶狠训斥，不如换个方式跟孩

子说：“先去鞋架拿那双红色的凉鞋，再坐在小凳子上自己穿。”帮助孩子梳理头绪，

孩子会更容易做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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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孩子迟到的后果。快一

点和慢一点有什么区别，孩子并

不知道。告诉孩子如果不能尽快

完成，迟到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他要承担什么结果。只有让孩子

真正体会到磨蹭给他带来的烦恼，

他才会重视。

激发孩子的兴趣。家长可以

采取措施激发孩子的兴趣，帮助

孩子解决问题，例如，和爸爸妈

妈比赛穿袜子，看谁更快。让孩

子有取胜的可能，他便会觉得自

己能做得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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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孩子做事注意力不集中有什么办法？

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这一问题让很多家长感到头疼，如何提升孩子的注意力也成

为家长关心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孩子不可能像成人一样维持注意较长时间。孩

子在不同时期，其注意力一次集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能盲目对孩子提出高

要求，而应该根据孩子的发展特征确定孩子需要集中注意力的时间。

那么该如何适当地促进并提高孩子的注意力呢？以下方法可供参考：（1）发现

儿童感兴趣的事物，利用儿童感兴趣的事物与要学习对象建立关联，进行合理引导。

（2）根据孩子的年龄特点，让他学会在一定时间内集中注意力。当孩子能够做得很

好时，可逐步延长一次性集中注意的时间。（3）不干扰孩子，当孩子正专注于自己

所做的事情时，家长不要出于好意打扰孩子。（4）营造有利于注意力集中的环境，

比如为孩子创设一个不受干扰的游戏角落或学习区，将环境收拾得有条不紊。（5）

给孩子一个规定时间范围内完成的任务，教孩子学会分配时间，学会自己掌控时间，

感受到自己是时间的主人，让他知道如果集中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做好一件事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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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有更多的时间做其他事情。（6）可以和孩子一起制订一个合理的时间计划并严格

执行，培养孩子的时间意识和目的感。

切记，孩子做事分心的时候，千万不能唠叨和训斥，那样反而更不能使孩子集

中注意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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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家长如何与小学老师沟通 ?

孩子刚升入小学，要适应许多的变化和调整。针对孩子入小学后出现的适应问题，

家长主动和老师沟通，才能尽快帮助孩子解决问题，顺利衔接。

利用接送时间做短暂的口头交流。一般在放学后班主任会带着学生在校门口等

候家长来接，家长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与老师进行短暂的口头交流，沟通孩子当天或

近几日的一些情况。

依靠现代通讯工具与老师保持沟通。借助电话、微信等方式，就孩子的具体情

况进行沟通。要注意避开老师忙碌的时间段，除非有紧要事情。

采用便条留言和作业本留言的方式。家长可以用便条或作业本留言的方式与老师进

行沟通，这种方式虽然随着智能手机出现用得越来越少了，但仍是一种较为有用的方式。

约定时间当面交流。当沟通内容比较多时，宜采用面谈的方式，家长向老师提

前预约面谈，并事先告知谈话主题。谈话内容越具体，老师越容易回答，家长也越

容易获得有效信息。

利用家长会与老师进行深入沟通。通常老师会通过家长会小结学生学习情况，

介绍学校的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本学期学习任务等，家长可以对孩子

所在班级整体情况有所了解，还可以利用这个机会与老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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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幼儿园的作息和小学不同，如何帮助孩子
适应小学的作息？

小学和幼儿园在作息时间安排方面有较大差别，作息时间调整是孩子最先应该

了解和适应的。入学准备期间，幼儿园会对大班孩子的作息做一定调整，而家庭则

应有相应配合。比如为了保证孩子们在升入小学后，白天有充足的精力，能够较快

适应小学学习，家长一方面应适当地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比如晚上尽可能让孩子

按时入睡，以保证充分睡眠，做到早睡早起；另一方面，可以和孩子一起商议并制

订一个作息时间表，标出平时和周末的作息，在暑假里，还可以制订暑期作息时间

表，把这些时间表挂在墙上，让孩子随时可以看到，没有特殊情况的话不要轻易打

乱时间表，让孩子逐渐养成时间观念和按时作息的习惯。根据时间表，孩子会逐步

调整其生活和生物钟。开始执行的时候，孩子可能会不习惯，家长要有耐心和恒心，

不能操之过急，一般一两周后就可以见到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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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孩子的握笔姿势需要纠正吗？

幼儿握笔姿势处于发展变化阶段，有效的外部支持有助于促进握笔姿势的发展，

不可刻意纠正和盲目求成，而要遵循适时适度的原则进行培养。

首先，握笔姿势在生理上受制于小肌肉和精细动作的发展，只有幼儿的生理发

育成熟，才有可能形成正确的执笔方式。5 岁左右是幼儿开始握笔的最佳时期。如

果过早让幼儿握笔写字，其小肌肉群尚未发育完全，幼儿很容易采用近距离握笔和

不正确的手指配合方式，来确保执笔的稳定性，这种不正确的习惯，一旦养成将很

难纠正。简单粗暴的教训和呆板枯燥的说理，都可能导致幼儿对书写产生排斥感。

其次，可以根据幼儿握笔方式的年龄发展趋势，提供相应的书写工具。对小年

龄儿童应提供短、粗、容易控制的工具，如蜡笔、油画棒等；逐渐地，可以提供像

记号笔这类较粗的工具；随着幼儿手部肌肉的发育、对书写兴趣的增加和握笔姿势

的发展，逐步提供铅笔等较为成熟的书写工具。

再次，多种锻炼小肌肉发展的方式都可以对正确的握笔姿势产生积极影响，比如，

在为幼儿提供书写材料之前及练习书写的过程中，应该提供绘画、剪纸、搭积木、

折纸、串珠等各种活动的材料和使用机会，为正确握笔打好基础。



三、入学准备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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