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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报·名师家教义务诊断”预约中——
如果您的孩子哪门学科比较薄弱，或是对家庭教育存在困惑，

我们联系一线名师和你们面对面，为您排忧解惑。
如有需要可在“常州第1升学”微信公众号（CZDYSX），或致

电88066268，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即可。

【名师家教义务诊断】

4招教你告别拖延症，做“时间管理小达人”
【名师档案】

许 小 宇 ，常
州 市 优 秀 班 主
任，新北区骨干
班主任，新北区
教学能手，常州
市新北区奔牛实
验小学老师，多
次指导学生在省
市区朗诵、戏剧
比赛中获奖，深
受孩子喜爱。

做事拖拉、做作业磨蹭……开学
了，一些家长又为孩子的拖延症而烦
恼。造成孩子拖拉的原因有哪些，家长
如何帮助孩子改掉这一缺点？新北区奔
牛实验小学的许小宇老师，为家长和孩
子支招。

Q：有家长反映，孩子从小做什么
都是慢吞吞的，您认为造成孩子拖拉的
原因有哪些？

A：生活中其实有很多孩子都存在
拖拉磨蹭的行为，只不过程度上有轻重
之分。“拖拉”的原因可以分为两大类：
先天原因和后天原因。

先天原因
有些孩子注意力难以集中，阅读时

漏字或跳行，自控能力差，拖拉，很多家
长都会觉得是孩子对学习不感兴趣，而
实际上有可能是孩子的感觉统合失调，
即大脑无法有效地整合从不同感觉器
官接收到的信息。家长在仔细观察的
基础上，发现孩子存在这样的问题，就
需要及时带上孩子问诊就医，寻找科学
的方法解决问题。

后天原因
从孩子自身角度来说，第一，身体

素质低。长期缺乏营养或睡眠不足，必
然会影响到生活、学习各方面，难以专
注，久而久之会导致做事情磨磨蹭蹭。

第二，动力不足。对要求做的事情
不感兴趣，即使内心深处抗拒，现实却
难以拒绝，就用“拖拉”来逃避当前任
务。

第三，习惯差。长期没有形成良好
的时间管理和学习习惯，无法合理规划
任务。

第四，过于追求完美。对自己要求
过高，不善表达，容易在学习和作业上
感到焦虑和压力，逐渐丧失自信心，形
成恶性循环。

从家长层面上来说，有些家长“包
办”解决，让孩子养成依赖的习惯。有
时会过于严厉或批评过多，可能会让孩
子产生抵触情绪，从而拖延。部分家长
自身就做事拖拉，无法给孩子树立起一
个好榜样。如果长期生活在一个经常
发生“战争”的家庭里，会严重缺少安全
感，孩子的情绪通常很难稳定。

Q：孩子拖延，家庭教育上要避开

哪些误区？
A：误区一：不定计划，随心所欲。

没有给孩子固定好学习时间或者玩耍
时间，导致任务无限制推迟。

误区二：大包大揽，代替完成。尤
其是低年级孩子，包办太多会让他们觉
得家人的帮忙是理所应当的。

误区三：过高期望，时时监督。过
高的目标设定、无缝隙监视，会让孩子
感到压力过大，从而产生逃避心理。

误区四：忽略习惯，技能缺失。良
好的习惯似源头活水，只有树立好规则
意识，掌握好基本技能，才能让孩子有
效完成任务，同时父母榜样示范也非常
重要。

误区五：情绪紊乱，专制独断。父
母不能乱发脾气，一意孤行，有效的沟
通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

Q：为了帮助孩子改掉“拖延症”，
家长应该怎么做？

A：第一，家长要定好规则，可以不
定时奖励。所有的家庭成员都要有规
则意识，吃饭要多久？运动要多长时
间？看电视可以看多久等等。建立好
明确规则，有助于多项事件的开展，同
时也需要家长不定时进行奖励，以激发
孩子的积极性。

第二，适时放手，让孩子做自己的
主人。孩子在具备一定技能的基础上，
我们要相信他，让孩子自己去经历。只
有经过反复磨炼，孩子才会找到最适合
自己的高效方法。

第三，用正确的方式去引导孩子。
高年级孩子存在逆反心理，会故意不做
或者情绪化严重，作为家长要以包容的
心态看待逆反，理性看待孩子的拖延行
为，多沟通了解背后的原因，这样可以
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自我效能感，更好
地把控自己的学习和生活。

第四，以身示范，营造和谐的家庭
氛围。如果家长本来做事就慢，做任何
事都要等一会，那么孩子是会模仿的。
性子慢有遗传因素，也有后天的养成因
素。孩子的言谈举止是有我们家长的
影子的。所以我们要以身作则，给孩子
展现出正能量，营造出一个健康快乐、
和谐美好的家庭环境，让孩子更专注于
做好一件事。

本报讯（毛翠娥） 为
激励广大青少年学习税
法，了解税务，宣传税收，
讲好青少年心中的税收故
事，由国家税务总局常州
市税务局、常州市小记者
协会联合开展的“我与税
收”常报小记者主题征文
活动即日启动。

本次征文活动以“我与
税收”为主题，鼓励青少年
结合所见所闻、所学所思，
分享与税收有关的独特经
历和体会感受。可以通过
查阅税收历史资料，讲述税
收变化发展以及对税收性
质、作用等方面的理解；可
以通过学习有关税收政策，
讲述税收对人民生活以及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也可
围绕亲身经历或身边发生
的税收故事，讲述对于税收
的感受与体会。

征文面向全市常报小
记者（包含2024年、新入会
的 2025 年小记者）。要求
紧扣主题，立意较高，内容
充实，有真情实感；每名参
与者提交1篇作品，体裁不
限，题目自拟。小学生组
作品字数在500字以内为
宜，初中生组、高中生组作
品字数在 800 字以内为
宜。已公开发表或在市级
及以上获奖的作品不再参
与；作品须是学生原创，一
经发现抄袭、剽窃，立即取
消参与资格。

集体参与请学校负责
老师联系86630997,按要
求统一组织；个人投稿请扫
码进入“常报小记者”在线
平台，点击首页上的“专题
投稿”菜单，进入“‘我与税
收’常报小记者主题征文活
动”进行投稿。投稿截止时
间为2024年10月8日。

“我与税收”
常报小记者主题征文活动启动

本报讯（毛翠娥 高卫
超 徐文洁 图文报道）在
为期两天的期初课程中，常
州市虹景小学以巴黎奥运会
为契机，围绕“设计我们的冬
运会”这一任务，带领同学们
展开了一场既具挑战又充满
乐趣的跨学科学习之旅。

冬运会 logo 我“巧”
思。数学课上，巧手翻飞，
七巧板化为运动身影，粘
贴纸上，栩栩如生。美术
课上，画笔飞舞，给运动小
人加上了彩虹跑道、闪闪
发光的奖杯……每件设计
都藏着孩子们对体育满满
的热爱和美好想象。

趣味项目我“创”想。
语文老师带领同学们熟悉
冬运会比赛项目，并为每

个项目量身定制成语名
字，简化比赛规则。孩子
们在美术老师的指导下，
精心设计项目名片，从排
版布局到插画装饰，无一
不透露着创想。

冬运特刊我“慧”作。
综合课上进行头脑风暴，形
成思维导图；体育课上回顾
奥运会的精彩瞬间，构思奥
运特刊内容；美术课上，老
师在排版、绘制、装订等方
面给予具体指导；语文课
上，同学们模拟小记者采
访，完成采访稿……大家
精心制作的每一版，都是对
奥运精神的理解与诠释。

冬运会奖牌我“智”
造。孩子们在美术课上优
化设计图，信息课中用3D

one软件精雕细琢，一个个
奖牌模型已跃然屏幕之上：
有的形状独特，有的寓意深
刻，有的创意满满……一
图一模型，三维设计间，匠
心与科技融合，童心与智
趣共舞。

校长裴瑞英表示，在
这场创意无限的期初跨学
科课程中，同学们用巧思
和巧手“玩转”奥运，不仅
了解巴黎奥运会的精彩瞬
间和冠军人物，感悟体育
精神，更学以致用，展现了
别样风采。

虹景小学期初跨学科学习之旅

设计我们的冬运会

本报讯（毛翠娥 陈圣
方 胡丹 图文报道）为进
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发展，培养青少
年对家乡非遗文化的认同
感、参与感和自豪感，开学
前夕，常州市教科院附属
初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青
果巷邢粮梳篦艺术馆，开
展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实
践活动。

活动现场，同学们与
第九代梳篦传承人邢粮大
师面对面接触，深入了解
梳篦文化。古老技艺内嵌
的文化故事让同学们对家

乡非遗产生浓厚兴趣，馆
藏的匠心之作使同学们眼
界大开。知识问答环节，
更是加深了大家对常州梳
篦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认识。在邢粮大师
的指导下，同学们亲手体
验了梳篦的部分制作工
序，感受了古老技艺所传
递的情感和文化，学习到
非遗传承人“择一事终一
生”的执着、“偏毫厘不敢
安”的细致，以及“千万锤
成一器”的追求。

此次“行走课堂”活
动，不仅为同学们带来了

一场难忘的手工艺之旅，
更在无形中深化了附中的
美育教育。校方表示，将
继续从本地优秀传统文化
中汲取育人资源开发课
程，让附中学子烙上深深
的家国情怀，成为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发扬
者。

市教科院附中开展“行走的课堂”

品梳篦之韵 悟传承之美

■毛翠娥 文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