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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句话：得数学者得天下！此话虽然夸张，但也

可见数学这门学科的重要性。如何才能学好数学，一位班

主任老师给出了建议。 □ 记者 江亚萍/整理

培养认真审题的习惯
认真审题是正确解题、准确计算的前提。小学生因审

题不严而导致错误的现象较重，原因是一方面学生识字量

少，理解水平低；另一方面是做题急于求成，不愿审题。因

此，在教导孩子时，要引导学生认识审题的重要性，增强审

题意识。同时，还要教给学生审题方法，建立解题的基本

程序，如审题-列式-计算-验算-作答等，把审题摆在解题

过程的第一位。

培养认真验算的习惯
在解题过程中，要培养认真验算的习惯，这是保证解

题正确性的关键。要教导学生把验算作为解题过程的基

本环节之一。加强训练，严格要求和督促学生去做，要向

学生讲清什么叫验算以及验算的方法、意义等。

培养认真估算的习惯
估算是保障计算准确的快捷手段，但现在不少教师认

为估算很少作为考试内容而不予重视，这是十分错误的。

教师和家长要抓住各种时机，有意识的让学生掌握估算方

法，引导学生发现一些和、差、积、商的规律。如 2040÷

40，估算时将 2040 看作 2000，把 2040÷40 看作 2000÷

40 来估算，可用来检验计算的最高位是否正确，让学生明

白估算的重要性。

培养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
数学课堂一般作业较多，一些能力强的同学做得快、算

得准，他们做完后便迫不及待地报出解题方法和结果。这使

得一部分做题较慢的同学不假思索地照抄他们的结果，时间

长了，这部分同学就养成了懒于思考的不良习惯。因此，培

养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习惯是学生学好数学的前提。

培养质疑问难的习惯
学生在学习中要多动脑筋，勤于思考。对概念、公

式、定律等不要满足于会背诵，更要力求理解。质疑问

难是一种可贵的学习品质，能使学生在学习中刻 苦钻

研、勤于思考、主动进取。遇到不懂的问题主动请教，不

耻下问，和同学展开讨论，不弄清问题决不罢休，当问题

得到解决时，学生就会享受到成功的喜悦，提高学习数

学的兴趣。

培养自己发现错误的习惯
学生在学习中，必然会出现差错，对此，老师和家长不

能等闲视之。因为学生出现差错的地方，正是学生掌握知

识的薄弱点，并且可能是典型的、普遍的。应有针对性地

引导学生自己发现错误，用自己学到的检验方法去找出错

误。在对比中把握问题的关键，力求自己发现并改正错

误，提高解题技巧。

□ 据《教育周报》

那些数学成绩好的学生，都有六个好习惯！

这些话使亲子关系紧张
黄铮老师说，最近调查了孩子们的心声，家长们不

妨听一听你们的哪些金玉良言，其实是让孩子们深恶痛

绝的。比如下面这些情况：

1.不信任、不鼓励孩子；2.用别人家孩子碾压自家“小

神兽”；3.发泄情绪式教训孩子；4.不积极正面引导孩子。

怎样说话“小神兽”才会听
那家长怎么说，“小神兽”才会听呢？黄铮老师提醒

家长，需要注意三点，即姿态、倾听、表达，好好说话，给

予孩子信任和鼓励，积极正面地引导孩子，让家里的“小

神兽”们乖乖听话。

第一步，姿态。

说话的姿态永远比道理更重要。看见别人家“小神

兽”都打卡了你家的还在磨磨蹭蹭没上线时，家长先别

急着怒火冲天。走到镜子前，然后深呼吸，再面带微笑

出来的刹那，你会发现，你已经不那么生气了。我们得

徐徐图之。

还有声调。每个妈妈都有被逼急的时候，这时有三

字法宝：虚、弱、柔。遇到亲子冲突，家长也要处理好自

己的负面情绪，可以先冷静一下，等到双方情绪稳定后

再理性沟通。当亲子发生冲突，孩子摔门回屋时，家长

主动示弱，并向孩子道歉，“刚刚自己态度不对”，或许固

若金汤的门很快就打开了。这时给孩子一个拥抱，然后

倾听就可以了。

第二步，倾听。

线上学习期间，孩子们投诉最多

的就是家长的不理解不信任。家长

要学会倾听，先闭嘴，别用你的想法

替 代 孩 子 的 。

比 如 老 师 反 馈

孩子没交作业，

还 时 时 掉 线 的

时候，有的家长

一 听 就 火 冒 三

丈，而你咆哮的

话语一出口，亲子关系瞬间毁灭。你不问青红皂白就

贴标签、就指责，大家都是互相防备的状态，彼此都不

信任，只会让孩子很反感，这个时候孩子就不想跟你说

话了。

黄峥介绍，这时家长不妨坐下来，温和地听一听孩

子的想法和理由。有时掉线真的是网络的问题，你不冤

枉他，亲子关系建立了再来谈学习，孩子也许会坦然告

诉你可能就是不想上课，就是想玩游戏。“我觉得孩子实

事求是地想玩，索性就让他玩一下，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大不了的，你给予了他信任，说不定就此找到了打开孩

子心门的钥匙呢。”黄峥说，倾听的时候，要专注，并不时

回以“嗯”“哦”，让孩子感觉到你在共情他的感受，亲子

氛围自然就融洽了。

第三步，表达。

与青春期孩子，尤其是男孩相处时，要少说多听，如

果孩子主动和你谈科比、谈王者荣耀，你就认真和他谈，

切不可没说两句就又岔回到学习上来，几次三番，他就

不想理你了。

如果他主动谈网课难、作业错误多，家长可以试着

这么对话：“孩子，错了这么多，我知道你这个时候肯定

也很沮丧，你尝试了哪些办法呢？要不我们一起来研究

一下吧。”这样表达，会让孩子觉得你眼中有他，并且你

能给他有力量的支撑，干劲、自信，自然就上来了。家长

此时还需要趁热打铁，多维度发掘孩子身上的优势，积

极正面的反馈鼓励。

当然，表扬最忌空洞，不是“加油，你最棒”，而是结

合具体的内容去赞美。学习上，他今天比昨天做题效率提

高了，书写认真了，你可以直接赞美“孩子，你今天努力认

真的样子很帅”。学习上暂时找不到优点，参与家务劳动、

关注时事热点、心地善

良、人缘好、口才好等

等都可以作为表扬点

啊。鼓励孩子一定要

用放大镜，这世上最动

听的语言就是对他人

的认可和赞美。

这样沟通“小神兽”乖乖听话
安徽省优秀教师黄铮介绍居家学习亲子沟通妙法

面对特殊的居

家学习时期，亲子

如何有效沟通，成

了许多家庭面临的

难题。有家长感

慨，更年期遭遇青

春期，不谈学习，母

慈子孝；一谈学习，

鸡飞狗跳，部分家

庭甚至出现了亲子

冲突。这段特殊时

期如何处理亲子关

系？怎样说话，“小

神兽”才会听？本

报邀请安徽省优秀

教师、合肥市师德

楷模、合肥市黄峥

名班主任工作室主

持人、合肥市琥珀

中学黄峥老师，为

各位家长介绍居家

学习期间如何巧妙

建立亲子关系。

□记者 谢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