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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开学祝辞，和所有小升初初战告捷的战友们共勉！ 给初

一家长的三条建议 上午好！刚刚参加了传统的开学典礼第一

次铃声仪式，大家可能都有一些感触。 在今天的的家长会上

，我想把这个年级的一些基本情况和的教育理念向家长同志

们做简要的汇报。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加强相互的沟通和理

解，共同培养好孩子，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一、09届学生

的生源构成和学习基础 学校一般习惯用哪一年毕业来确定学

生的届别，这届学生将于2009年毕业，因此被称为09届。 这

届新生共招收了十个班，总数接近400人，据我们了解学生在

小学阶段的学习情况得知，有一些学生的基础相当薄弱，差

距很大。 今年二月，我在《法制晚报》上看到这样一篇报道

：教育部的一个课题组的研究表明，目前中考的竞争激烈程

度和淘汰率已经远远超过了高考，以2001年为例，全国初中

进入高中的升学率仅为52.9%，这意味着有近一半初中毕业生

不能接受高中阶段的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进入高中，尤

其是重点高中的竞争远比上大学要激烈的多。 面对这样的现

实和这届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从初一开始，就要认真对待

。要力求做到尽可能使差距缩小，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原有

的基础上有所提高。三年后，能考上一所理想的高中，有更

好的发展。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达到上述目的呢？我认

为，学校与家庭的教育是否一致，是决定学生能否顺利健康

发展的关键因素。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近二十年的教育



工作中我发现有许多学生，其实他们的天资（先天的智力条

件）没有显著差异，也在同样的学校教育环境里学习，但最

后所取得的成绩差异很大，发展的状况也很不平衡。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结果？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是其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的学校教育

和家庭教育是否保持了一致性，是否形成了合力，这一点是

非常重要的。我看到大多数发展良好，成绩优异的学生，除

了优质的学校教育的因素以外，他们都拥有一个健康、和谐

、积极向上的家庭教育的氛围，而且做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

教育的理念一致，密切配合。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许多在学

习生活的孩子们成功的事例，也看到了一些失败的个案，因

此，在这一届学生刚刚升入初中的时候，我想有必要在培养

孩子成才在顺利完成初中学业的问题上，形成学校和家庭共

同的认识以及默契的合作，我认为这对于孩子的健康成长和

走向成功都是十分必要的。为此今天我在这里向家长提出以

下三点建议，供大家参考，如有不妥之处，也请提出批评和

指正。 第一个建议：家长要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力争使孩

子做到品学兼优 第二个建议：家长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

帮助孩子提高心理素质。 第三个建议：家长要以身作则，不

断提高教育子女的水平和能力 我从第一个建议说起：家长要

关心孩子的全面发展，力争使孩子做到品学兼优 在现行的升

学和就业制度下，我们往往特别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而忽

略了其他方面，这对于孩子未来的发展是很不利的。 我们的

培养目标是“着眼于未来，着力于素质”，做“志向高远，

素质全面，基础扎实，特长明显”的一代新人。 我们的老师

们在平时的教育工作中经常会提到“××人”这个概念。什



么是××人？或者说××人的内涵是什么？我认为××人的

要求对教师来说就是要德才兼备，对学生来说就是要品学兼

优。 只有做到了品学兼优，德才兼备才能在学校的学习和未

来的工作中处于优势地位，受到广泛的欢迎，取得事业的成

功。 作为学校来说，如果只关注学生的学习成绩，而忽略了

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就是对学生的未来不负责任，就会损

害学生的长远利益，况且我们所看重和期待的优异的学习成

绩其实也是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一种必然结果，也就是说，

如果单纯抓学习，成绩反而上不去，因为影响学习成绩的因

素很多。一般来说，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往往都有远大的目

标和抱负，具有勤奋、好学、顽强、刻苦、学习习惯好、方

法得当等等这样一些共性特点。 我们有一位97年毕业的学生

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是个男孩子，初、高中六年都

是在这里度过的，高中毕业时被学校保送去了清华，5年后又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且获得了美国杜克大学生物系给的唯一

一名中国学生全额奖学金直读博士。 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学生

是在他上初二的时候，年级召开优秀学生座谈会，谈学习的

经验体会。他在发言的时候提到有一次去自由市场，看到了

一件玩具，于是想到了这个玩具的功能是利用了物理里面的

哪条原理，当时听了他的发言我很吃惊，想一个十三、四岁

的孩子很多人在这个年龄还只知道好玩、看热闹，他居然能

有这样的联想很不一般。后来我一直关注他，知道他在全年

级几乎每次考试都排第一，成绩很好。 初中毕业的时候他被

保送到本校高中，上了高中以后，我又陆续发现了这个孩子

的一些过人之处。 比如，无论是我让他写一篇升旗仪式的讲

话还是学习经验总结或者是大会发言，他交上来的稿子都不



用改一个字，甚至标点符号都不会错，如果交办什么事情给

他，无论大小，甚至交一张照片他都一定会在规定的时间交

上来，从来不忘事。而在我们的同学中，忘了是一个使用频

率很高的词汇。他的语文老师说，每次上语文课，只要老师

让查字典，大家的目光一定会齐刷刷的投向他，因为上语文

课他肯定会带上字典。这个孩子做事的认真、严谨和高标准

给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班主任还跟

我讲过这样一个细节。当时八中的教学楼还是旧式的两层楼

，楼里没有卫生间，要擦桌椅、洗抹布只能到楼下的水池，

每天早上他从家里带两块抹布，有一块在楼下投湿，到教室

后先用湿的擦一遍，然后再用干布抹一遍，就开始坐下看书

了，他的自理能力和动手能力都很强，还会帮同学修自行车

。 在高中阶段，这个同学依然保持了在全年级的领先地位，

次次考试几乎都拿第一，后来我找到他的父亲，想更深入的

了解一下这个孩子的成长环境。于是我知道了这个学生的父

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业很成功，他们的教子目标

是先做人，后做学问，这一点和学校的教育目标是一致的。 

他们在教育子女方面很用心也很注意方法，我印象比较深刻

的有这么几件事： 第一，要求孩子艰苦朴素。 不下饭馆，不

吃零食，不穿名牌，不比吃穿用。孩子的书包、塑料铅笔盒

用了七、八年都舍不得换。小学中学十二年，没吃过一次就

在家门口的麦当劳，已成为他的同学和家长认为不可思议的

事。他的父母认为学生就要当穷学生，既培养艰苦奋斗的精

神，又抵制不良风气，同时不分心，能促进正确的全面发展

。 第二，是让孩子明确学习是独立的脑力劳动。 他们要求孩

子对课内知识、作业的问题不依赖别人，有问题自己找书本



、找词典、找笔记、找课堂听讲，十二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逼他课上高度集中精神听讲，逼他独立思索，逼他千方百计

独立解决问题，相信他，也让他相信自己。我想到现在我们

有些家长比较依赖请老师补课，上辅导班，有些时候这样做

适得其反，越补课越在上课时不好好听讲。去年中考区8000

多名毕业生中前30名里我们有10名占了1/3，在全区前10名学

生中我们有6名，这些学生几乎都认为没必要上辅导班，他们

认为只要平时认真听讲，不打折扣地上课。跟着老师走，就

足够了，要充分利用课堂。10月12日我在北京日报上还看到

了这样一条消息，《北京市2004年度义务教育教学质量报告

》中的调研数据显示补课与成绩并不成正比，孩子的成绩随

家庭藏书量以及学生对自己的教育期望的增加而上升，那些

每天阅读一定量的书籍，坚持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与家人

经常交流学习情况的学生，各科的学业都高于不具备上述条

件的学生，并且差异显著。 第三，是生活上让他逐渐全面独

立。 他们和孩子从小就约定凡是孩子能做的事家长绝不代替

，从洗衣服，做饭到打扫卫生都自己干。上小学三年级的时

候就承担起全楼收水、电费的工作。从查表、记数、算账、

收费、找零钱、交银行一个人全包。开始邻居嫌他小，怕他

弄错，还要复查，后来就放心了，他一直做了10年。我想这

种生活上的独立和认真的态度也一定会迁移到学习上。 现在

我们有些家长为了孩子学习好，几乎代替做了一切，关心的

无微不至，结果是使孩子养成了懒惰的毛病。这种生活上的

懒惰也会迁移到学习上。去年西城区教研部门在分析中考成

绩的时候也提到有相当数量的学生一遇到难题就放弃，不愿

意动脑筋。 第四，是严格要求，要真严格。 他父亲说有一次



晚上11点了，发现孩子妈妈正在洗他的袜子，而他早已睡着

了，于是二话没说，拿起洗好的袜子就从三楼的阳台上扔下

去了，然后把他叫醒，穿上衣服，打着手电到楼下草丛里去

找，整找了半个多小时，回来以后重新洗好袜子再睡。他妈

妈曾经想下次再严要求，这次这么晚就算了吧，但父亲坚持

这么做，他说这一次就教训了他，自己答应的事就一定要兑

现，不能含糊。 我联想到这个孩子不忘事的特点，我觉得一

个人做事的责任心就是这么培养起来的，小中见大，小事做

的漂亮，大事才能做好。 由此我想到如果我们想要孩子有个

好成绩，就直奔主题，只盯着学习反而可能会离目标越来越

远，学校和家庭、老师和家长只有共同关注，并且很好的解

决了学生的学习目标、动力、态度、习惯、方法和毅力等一

系列问题，最后才能看到好的学习成绩。 去年暑假里，我偶

然碰到一位初三毕业生的家长，她的孩子中考考了555分，已

经上了本校高一的实验班。在闲谈中，孩子的母亲告诉我这

样一件事，非典时期大家都不能到校上课了，这个孩子当时

正好赶上初一的第二学期，他在家里仍然每天都按照在学校

上课的作息时间一节45分钟，休息10分钟以后再回到书桌前

，上午四节，下午三节，一直坚持到复课，结果复课以后成

绩大幅度跃升。 去年10月8日，我在北京青年报介绍第七届北

京十大杰出青年候选人的报道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周云

帆。文章中说，周云帆是全国青联常委，1999年美国斯坦福

大学毕业回国后，与他人共同创办中国人网站。2000年任搜

狐公司总经理兼执行副总裁。2002年二次创业，成立空中网

站，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公司入选第五届中国100强科技

企业，2003年和2004年两度被评为“中国新经济年度人物，



今年30岁。 周云帆是90年代初的毕业生，我记得90年开亚运

会的时候他正在上高中，因为参加团体操的排练，学校经常

要停课，每逢在体育场外等候合练的时候，许多同学都在那

儿聊天，打扑克，我发现周云帆每次都捧着一本英语书专心

的看，丝毫不受周围喧闹气氛的影响，后来他上了清华又到

美国留学，现在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不久前还向学校捐赠

了15台笔记本电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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