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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高中新生在经历了乍到新环境、认识新同学的新鲜、

紧张和不安之后，不少家长也在关注他们入学一个月来的体

验。遇到哪些困难，又有哪些感受？该如何克服？接下去的

“十一”长假又该如何利用？本期，我们请来福建省心理咨

询师专业委员会会员、泉州市心理卫生学会心理咨询站站长

徐雪娜给大家指点迷津。 多数学生处在 “观望”之中 “开学

一个月，学生开始适应新生活，在过程中体验到的各种情绪

也开始有所表现。”徐雪娜老师告诉记者。 “我想试一下，

但好像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做。”无论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

不少学生心中都有着类似的焦虑，那种既期待又不安的心态

让他们想尝试想表现自己却又放不开手脚。 徐老师告诉记者

，对于初高中新生来说，那种在经过短暂一两星期熟悉后很

快就融入新生活，开始积极主动表现自己的学生相对而言还

是少数的；大多数学生在开学一个月后更多的是抱着一种尝

试性的观望态度。 小部分学生 “游离”在状态外 在一些民办

学校，不少来自晋江、石狮等周边县市区的学生，是由于父

母缴纳了高额学费才进来的，一些学生抱着“在哪里读都一

样，都有老爸老妈搞定”、“反正是老爸老妈让我来的，又

不是我自己想要来的”的念头，对新环境、新同学都视若无

物。 徐老师表示，这些学生又多为住校生，离开了父母的“

包办”，独生子女骄纵自我的个性，让他们在新学校里或者

郁郁寡欢，或者因为一些琐事很容易与同学、舍友发生争执



。个别学生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产生“没意思”的念头，游

离在状态之外。 而对初中、高中不同阶段的新生来说，在一

个月校园生活里，他们在度过了最初的新奇、观望、焦虑后

，因为年级、年龄的不同，彼此在开学一个月生活中的困惑

和烦恼也不尽相同，他们也开始面临自己初、高中生活的第

一道坎：面前的困难如何摆平？ 初中：学会管自己，合理分

配时间 “初中比小学更好玩，也更难。”刚升上初一的小林

觉得初中有好多小学没有的课程，虽然一下子多了历史、地

理等多门课程，但好多东西都是头一回知道，感觉还是蛮新

鲜的，比小学有意思多了。但一下子这么多的课程压下来，

小林应对起来手忙脚乱，常常还得家长提醒才不会因为玩过

头了而漏做了作业或者忘了带课本。 对此，徐老师表示，初

中新生一来年纪小，又刚从小学升上来，孩子心性还比较浓

厚。在一个月的新生活中，他们对初中还抱着较浓的新鲜感

和憧憬，对接下去的初中生活有着期待。但同样刚升入初中

，大多数学生仍按小学的作息学习方法来应对初中生活，缺

乏自我管理，也不懂得合理分配学习时间。 比如生活上，有

的学生第一次住校，没有父母在一旁帮忙，就指手画脚地要

求别人帮自己；而缺少父母监督，又缺乏足够的自制力，有

的学生开始放纵自己，沉迷于网络、游戏中。 在学习上，有

的学生边做作业边玩或是玩够了再做作业，再比如背单词时

仍然像小学那样一个字一个字念下来，不懂得多动脑、多动

口、多动手，手、脑、口等多种感官一起运用，边看边写边

念以提高效率。结果很容易就出现作业漏做、孩子记忆不好

、很容易疲惫等学习效率不高的现象。 建议：初中新生要客

观认识自己，要知道自己现在已经不是小学生了，而且初中



是打基础的阶段，功课内容和难度都远超过小学，收起轻视

、大意的心态，给自己定个目标，再定好日常学习时间计划

表，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预定的学习任务，从一开始就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 另外，初中新生们要尽快适应集体生活，

尤其是住宿生。有的学生习惯了自我中心，对自己和对别人

的要求不一样的，宽以律己，严以待人，很容易就造成矛盾

。建议住宿生们要学会换位思考，不要老是用自己的眼光去

评价他人，试着去明白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有自己的想法

和看法。同时在集体生活中学会主动沟通，主动寻求帮助，

有问题要在沟通中解决。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