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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帮助孩子适应集体生活
市民刘女士和李女士最近都很焦

虑，经常看到孩子刚进幼儿园就哭得

伤心，现在轮上自己的孩子上幼儿园，

不知道如何面对？

朱海燕：刚入园的孩子面临陌生环

境，有很多不适应是常见现象。有的

孩子自理能力比较差，对于上厕所、吃

饭、穿衣等基本生活能力都没有掌握，

因此会感到恐慌不安。家长要注意提

前培养孩子的这些基本能力，及时放

手将孩子推向社会适应集体生活。

一般来说，在老师的努力下，两三

周之后，他们都能适应幼儿园的生

活。对于家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让

孩子坚持来幼儿园，不要中断，持之以

恒，养成习惯。另外，家长也要及时来

接孩子，不要让他有被抛弃的感觉。

市民杜先生来电：郎溪路北段（长江东路

至包公大道段）什么时候能修建？

值班记者范竹标回复：记者从有关部门

了解到，郎溪路北段已列入今年合肥大建设

优先开工项目，长江东路至铁路桥段已完成

工程方案设计，即将开工建设，铁路桥至包公

大道段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实习生 赵君梅 记者 江亚萍 桑红青/文 黄洋洋/图

昨天上午9点，本报“专家做客

本报，课堂金点子”第二期活动，邀

请了合肥市西园新村幼儿园教师、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朱海燕，就如

何做好孩子入园前的准备工作，与

广大家长进行了交流。

别让他们成为“小逃兵”
本报“课堂金点子”教您的孩子顺利入园

抓紧改变假期作息习惯
马上要开学了，如何让即将上大班

的孩子尽快收心，王先生显得很茫然。

朱海燕：在开学前的最后一周，注

意调整一下孩子在家的作息时间了，

尽量朝着上学期间的规律去逐步变

化，如：1、早上起床的时间：幼儿园入园

是在7：50~9：00之间，尽量不迟到。2、

坚持午睡：幼儿园午睡时间为 12：00~

14：20，家里的午休时间要尽量与幼儿

园同步。

提前一周让孩子自己多动手
市民严女士咨询，放假期间，孩子

原本一些能够自己独立的能力又“退”

去了。她很担心马上要上中班的孩子

会因为假期过度放纵，不能很快适应。

朱海燕：开学前一周，家长要让孩

子回归“自己能做的事自己做”，尽管

与成人的要求有一定的距离，但孩子

总是在“实践”中长大的。比如：

1、坚持让孩子独立进餐：家长总是

担心孩子吃不饱或吃的满桌都是或吃

的时间太长，这些习惯产生的源头就

在于咱们的“种种顾虑”。

2、坚持进餐有序：过于随意地用

餐或点心方式是造成孩子正餐时习惯

不好的主要原因。

3、巩固正确穿脱衣服的方法：夏

季是培养孩子这方面能力的最佳阶

段，多教几次、多鼓励几次就会了。

温馨提示：朱老师还根据自己多年

实践经验，总结了几点注意事项，提醒

家长：

1、开学之初几天，幼儿容易产生不

适应的反应，请家长多以正面的方式

介绍幼儿园的长处，别以威胁吓唬的

方式劝说幼儿，以免幼儿对幼儿园产

生不良印象。

2、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帮助孩

子早睡早起，提醒孩子按时入园。

3、帮孩子准备一件暑假里的小作

品，带到幼儿园进行交流。

4、和孩子回忆暑假里的收获，鼓

励孩子进行讲述，使孩子表述清楚、有

条理。

5、欢迎家长朋友积极和老师交

流，及时了解孩子在家园的情况。

6、当您离开时务必和幼儿告别，

并温柔坚定地告诉他，放学时准备接

他回家，让他有温暖、安全的感觉。

7、让幼儿穿着舒适、便于活动的

衣服，使幼儿易于自己穿脱。

8、为孩子准备一两套衣服装在书

包里，以便更换。

朱海燕：合肥市西园新村

幼儿园教师、小学高级教师、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长期从事

幼儿园教育。

专家简介

星报讯（记者 范竹标） 马上要开学了，

但小区广场上传出的舞蹈音响声，影响到孩

子学习，这让家住安然绿洲花园小区的陈女

士有点烦躁。

昨晚8∶30，记者来到四里河路与银杏大

街交口，陈女士所在的小区广场。记者现场

看到，小区广场聚集着近百人，跳舞的、溜冰

的，还有练腰鼓的，热闹得很。

紧挨着广场就是居民区，从广场传出来

的音乐声让居民有点烦心。“吃晚饭让孩子做

功课，她总说外面音响声音太大。”陈女士对

记者说，为此，她不得不将门窗都关紧，尽管

前段时间天气很热。

广场舞音乐扰民，该如何解决？该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表示，之前有业主向他们反映

广场舞音乐声太吵，保安去劝过，但无法制止

他们继续跳舞。“广场本身就是给人们休闲娱

乐的，所以还是靠居民自觉。”

嘘！快开学了，到广场跳舞请小声点

市民汪先生来电：孩子今年上大学，助学

贷款在哪里办理？

值班记者范竹标回复：生源地助学贷款

需要到当地资助

中心办理，国家

助学贷款需要去学校办理。

助学贷款如何办？

郎溪路何时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