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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对位，孩子不再“被学习”
——维斯特教育顾问，让学习之路畅通无阻 详情:0551-5542466

初二刚接触物理时基础
知识没打牢，赵同学成绩一直
不尽人意，而且对于老师布置
的作业一直“留白”，甚至一碰

到物理试卷就摆一副苦瓜脸。
来到维斯特后，老师对

赵同学进行了深入细致的
“MS”测评，为其制定了1对 1

个性化提分方案。授课中胡
老师充当孩子的“学习顾
问”，设法开导他，“怕”是没
有用的，与其畏首畏尾逃避
不如迎面直上。而且中考竞
争日益激烈，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中考时物理占到90分，
怎能放弃？胡老师紧接着对
赵同学展开“夺分行动”。教

课中适时鼓励赵同学，最大
限度激发其学习兴趣和潜
能，改变其学习态度；再从概
念抓起，从基础下手，由易到
难，从细节到整体，逐步突破
学习难题；最后进行全方位
补习，巩固学习效果。

经过3个月的学习，赵同
学做题思路清晰了，同题型

的失分也减少了，这次的期
中考赵同学物理提升了20多
分。赵同学妈妈欣喜地表
示：没想到孩子物理提升这
么快，原本拉分的科目现在
涨分不少，总分一下子冒上
了班上前十名！

（维 斯 特 教 育 热 线 ：
0551-5542466 5542566）

期中考试后，平时积攒的
学习问题都在考后集中显露
出来了。成绩不理想的，学生
垂头丧气，家长对孩子或忧心
忡忡，或横眉冷对，抑或责骂
抱怨，似乎孩子要为学习成绩
不好全部埋单。

对此，维斯特教育专家指

出：孩子考不好，他们也很痛
苦。这时家长的埋怨无限放
大孩子的失败，易激化矛盾，
致使孩子自暴自弃。而“好孩
子是夸出来的”，耐心是钥匙，
激励是催化剂，对孩子多说

“好话”，无疑能促进孩子进
步；“善学者师逸而功倍”，成

功的教育在于孩子“要学”，学
习积极性得以充分调动。作
为家长，“授人以鱼”不如“授
之以渔”，假使孩子拥有自主
学习的能力，也就拥有了终身
学习的能力。

1.释放压力。孩子学习压
力大，若释放不得会像气球一
样,只充气就会爆炸。家长要
转变观念，切忌加重孩子的功
利心，让孩子从学习中体验快
乐，重塑孩子的信心和兴趣。

2.合理负荷。竞争压力让
家长不得不加大培养孩子的力
度，物极必反，要把握好“度”。
要理性看待孩子的优劣势，给
孩子提供学习的养分，保护孩
子学习的兴趣和成就感。

3.规划学习。家长一遍遍
催，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干扰。
家长要规划孩子的学习，进行
正面引导和激励；培养孩子的
意志，整理孩子的学习时间和
环境，孩子学习会有转机。

4.完全法则。家长设法
引导孩子学习全身心投入，激
发他们全部的学习热情、调动
全部智慧，从而在较短的时间
内，学习到深层知识，获得最
多的学习成果。

5.超越法则。学习只是
提高强项，放弃弱项，总体学
习水平下线始终要拖你的后
腿。要强化学习薄弱知识，使
其超过原来最优秀的部分，获
得“飞跃”般的知识层次提高。

维斯特教育剖析：
毁掉孩子学习的五大因素

破解教育难题，
孩子学得“有滋有味”

“1对1”顾问，
个性化辅导新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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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封闭式的管理。

独有的半封闭式管理，
操场、食堂等基础设施一体
化，为学员生活提供了便利，
也丰富了课余生活。

2.顾问式的专业指导。

通过“MS”测评，“诊断”、
“开药方”、“治病”等步骤，量
身定制1对1个性化定向提分
方案，并配备专职学习问题
顾问，因材施教。

3.卓有成效的效果保证。

独创的“精讲”、“固化”、
“检测”的教学方法，完善的
“周测”和“月考”制度，系统
的提高应试技巧，快速全面
提分。

4.师资团队化。

咨询师、学管师、班主任
以及任课老师，形成一个专门
的学习问题顾问小组，根据每
个孩子的个性特点，做到“一
对一教学，多对一服务”。

5.立体化的家长监督机
制。

通过维斯特独有的“家
校沟通系统”，学生每一分钟
的学习状态，家长都可明确
掌握。

选择维斯特
的五大理由

1.道理教育。90％的孩子
认为父母“无休止地唠叨”和

“空洞的讲道理”最让他们头
疼。家长喋喋不休讲道理，是
一种机械的说教，会疏远亲子
关系，使孩子变得麻木不仁。

2.名次教育。家长若以
成绩排名来定位孩子，对一个
不可能得第一的孩子反复强
调名次，势必使孩子陷于自
卑。而孩子的自我否定，会使
其成绩一降再降，妨碍孩子未
来的整体发展。

3逼迫教育。家长一味地
阻止孩子玩耍，迫使其“学”，
而学之不尽，必然会引发厌学

情绪。孩子学习专注力差、学
习动力不足等问题，虽出在孩
子身上，但根源在于家长。

4.指责教育。孩子犯错,家
长批评要把握分寸，口不择言
只会误事。孩子通常都实践父
母的期望，而“你肯定考不上大
学！”的摧毁性预言,会毁掉他
们的自尊心,埋没其潜能。

5.攀比教育。大多数家
长喜欢拿不同的孩子比较，本
意是想告诉孩子“你还需努
力”，保持危机感；但孩子接收
到的是家长不信任，别人行、
自己不行等相反的信息，产生
挫败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