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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独生子女所占比重越来越高，一个孩子寄托着父母甚至全家人的希望，因此如今的父母
们似乎更加重视孩子的教育问题。
与此同时，我们却经常会听到年轻父母抱怨孩子如何难管，其中很多人开始怀疑自己从小熟知的教养
方法能否对孩子产生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对很多所谓“新”的养育理念和方法心生疑窦，好像并没有
什么非常有效的教育方法，而孩子们所面临的问题却在不断增加。
最让家长们担心的事情是，孩子在最关键的时候出现难以解决的问题。
四年级是个关键期，而此时也更容易出现各种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往往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确理解四年级孩子的成长与学习过程　　四年级孩子不是一张可以随意写画的白板，家长也不
是直接决定孩子未来的神秘精湛画师。
研究表明，随着四年级孩子生理和心理上的成熟，一方面他们的学习能力有了迅速的发展，但是随着
小学高年级的压力开始袭来，家长和学校要求与期待的变化，学习开始变得让他们焦虑和紧张；同时
他们的自制能力开始增强，开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独立意识开始增强，但是仍然对迅速变化的外部
世界存在诸多的疑惑和惊异，在心理上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常常表现为寻求独立的不安和烦躁。
家长认为重要的事情孩子不一定认为是重要的，家长极力否定的事情孩子不一定也想去否定。
同样的语言在孩子看来也许有不一样的含义，家长的要求经过孩子的演绎有时候已经发生了改变，这
样家长改变孩子的愿望有可能会落空。
同样的教育方法，对一些孩子可能是有益的，而对另一些孩子却是无益甚至是有害的。
例如同样的鼓励，对缺乏自信的孩子和高傲自负的孩子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
　　学习应该是个快乐的过程。
我们对学习的传统理解囿于一些耳熟能详的故事所传递的思想，例如“头悬梁”、“锥刺股”、“十
年寒窗苦”等，认为学习是一种需要坚强毅力才能坚持下来的辛苦过程，这种理解一代代传下来。
作为父母，我们在孩童时期就已经牢记在心，并且至今对此深信不疑，希望我们的孩子也能够理解并
记在心里。
但是不幸的是，现在从教育家到各种媒体都在倡导快乐学习，孩子们动辄反驳我们说要快乐学习而不
是痛苦学习，从根本上反对我们的要求。
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可见以之为乐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动力。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学习的本质，如果喜欢学习和以学为乐的话，那么学习就是一个快乐的过程，如
果不喜欢学习，学习就是一个辛苦的过程。
　　家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如何让孩子认为学习是个快乐的过程。
家长首先要认识到，学习应该是每个人能够接受的爱好，是使生活更加美好的一种习惯，是孩子获得
快乐的一个重要源泉，学习不是孩子的工作，不是孩子的负担，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更不应该
是孩子快乐成长的烦恼来源。
很多孩子不喜欢学习或厌恶学习，原因就在于他们是被强迫学习的，他们将学习作为一种外加的负担
。
孩子具有向往自由的天性，对强迫和束缚会产生天生的反抗心理，过多的要求和迫使反而会使得孩子
最终失去喜欢学习和以学为乐的所有机会。
要让孩子认识到，学习就是目的本身，它能够为我们带来快乐，既然学习是一种快乐，孩子对学习就
不会产生抵触情绪，而是充满热情和兴趣。
现在很多家长将学习视为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家长们为孩子确立的学习目的是考上大学或者是找到理想的职业。
家长们也告诫孩子，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肯定要吃些苦头，不过“没有苦中苦，哪有甜上甜”。
根据这种传统的认识，孩子们遥望着目标，在十几年的学习过程中一直将学习视为一种社会和家庭义
务，或者视为一项不得不做的工作和负担，因此是痛苦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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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年级容易出现一些影响深远的问题　　对孩子来说，成长带来的痛苦和问题不仅不可避免，而
且是必需的，如果处理得当，或许还是有益的。
对父母来说，尽管他们满心渴望孩子平安、快乐、成功，但是他们也只能是尽可能保护和帮助孩子，
却不能让孩子免受这些痛苦和问题。
了解孩子可能面临的问题，才可能帮助孩子解决问题，让孩子快乐成长。
　　无论从生理学还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四年级是孩子成长的一个关键期。
四年级孩子的年龄一般在9—11岁左右，处在儿童期的后期阶段。
随着生理和心理上的成熟，这一时期将是孩子学习能力快速提升的关键时期，是孩子良好习惯和优良
品性养成的重要时期，还是孩子其他素质综合发展的关键时期。
因此四年级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家长若能够正确把握教育时机，采用正确的教育策略和方法，对孩
子今后的学业成功和一生的成长将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但是如果引导和管理不当，也很容易导致一
些学习、心理和行为问题。
　　众所周知，在小学教育中四年级正好处在从低年级向高年级的过渡期，是小学教育的重要转折时
期，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
四年级教学要求的变化表现在很多方面，例如语文学习强化了阅读分析和写作的训练，以强化孩子逐
渐发展起来的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数学开始接触分数、面积、进率等比较复杂的问题，以发展学生的
概括、对比和分类等抽象思维能力；社会课程则更加注重介绍更为复杂和间接的社会现象；科学课程
则通过观察、分析和归纳开始探讨一些自然现象的奥秘，以满足孩子不断增长的好奇心，培养孩子的
学习能力。
四年级教学开始注重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养成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的习惯，养成思考和分
析的习惯，养成必要的数学思维习惯等。
如果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新变化，仍然采用原来简单的方法来要求孩子，会失去很多强化良好学习
习惯、培养积极兴趣爱好、形成适宜学习方法的好时机，从而出现一些学习问题。
　　此外。
四年级孩子的主体意识迅速增强，但是由于自身解决问题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仍然较为低下，经常会遇
到一些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并因此常常感到不安和烦躁。
如果家长没有意识到孩子的新变化，仍然采用原来强制的方法来管理孩子，孩子会认为家长不理解自
己或者缺乏同情心，从而产生抵抗情绪。
这种不良情绪会导致孩子在学校和家里采取各种对抗行为，导致一些心理和行为问题，甚至影响孩子
的学习，并直接导致厌学、学习效率低下等问题。
同样，孩子会认为家长不理解自己或者缺乏同情心，从而产生抵抗情绪和采取对抗行为，导致一些心
理与行为问题。
　　四年级是解决各种问题的良好时机　　四年级为我们展现了独一无二的教育时机。
　　首先，从孩子学习能力的发展来说，四年级是培养学习能力的关键一年，这一年的努力将会使培
养注意力、记忆力、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的效果事半功倍。
学习能力不仅是取得良好学业成就的必要条件，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学习能力也是孩子未来发展的
基础。
　　其次，从孩子学习习惯的养成来说，四年级孩子已经开始具备一定的行为控制能力和情绪调节能
力，是良好习惯培养和定型的时期。
2007年“京津沪渝四市区德育研讨会”上公布的研究成果表明，在养成良好习惯方面，小学生要好于
初中生，初中生要好于高中生。
这一结果与前些年日本的一项研究完全一致。
在日本关于学生学习习惯的培养研究表明，从小学四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随着学生年龄的增长，其学
习习惯的得分并不增加，因此养成良好学习习惯的关键是在小学中低年级，并且由于低年级孩子的习
惯具有不确定性和易变性，孩子在小学中低年级以前形成的学习习惯比较容易改变，而四年级以后，
除非进行特殊的训练，养成的学习习惯很难改变。
如果孩子到了四年级尚未形成良好的习惯或者养成了不良习惯，家长要注意必须尽快帮助孩子修正不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问题出在4年级>>

良的习惯，并养成良好的习惯。
一旦养成良好的学习和行为习惯，学习和良好的行动就会成为人的一种需要，不需要坚强意志力就可
以坚持，学习和行动过程也就成为一个轻松的过程。
习惯本身也是一种能力，决定孩子将来一生的成败。
　　还有，从孩子道德品质的发展来说，四年级孩子品德发展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已经可以通过一
定的道德原则，较为全面地分析和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开始具有一定的意志力控制自己的冲动，
并懂得基于一定的道德原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尽管常常存在言行不一致的情况。
　　再次，从孩子学习动机和人生理想的形成来说，四年级是孩子形成内在学习动机的开端，如果引
导得当可以让孩子树立远大的理想和正确的学习目标。
幼儿和儿童初期，孩子习惯了家长的外在激励教育模式，这种教育引、导很难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
形成内在的学习动力。
孩子往往将学习失败和做错事归结为父母、别的小朋友、学校等外在原因(寻找一些借口)。
而四年级的孩子开始有了明显的主体意识，孩子意志行动的动机增强，目的性显著提高，开始形成自
觉克服困难的意志。
同时，四年级孩子的学习动机已经开始从直接动机向间接动机转化，即使没有直接的奖励，为了得到
其他人的肯定性评价，他们也会努力达到较好的学习结果。
孩子在道德认知和学习动机等方面的发展，开始形成一些较为具体的人生理想，例如长大后要成为向
袁隆平一样的科学家，或者成为像比尔·盖茨一样的企业家等。
　　总之，四年级孩子正处在儿童时期向少年时期的过渡期，生理和心理的发展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具备教育转变的可能，只要家长能够基于正确的教育理念形成积极的教育态度，援用不同于幼儿和
少年的适宜教育方式，就能够有效地解决已经形成的各种学习、心理和行为问题，并且能够很好地防
范新问题的形成。
经过正确的引导，孩子可以安然度过四年级这个不安的重要时期，综合能力得到快速的提高，在学习
的旅途中将会实现一次具有人生意义的深刻转折，从此踏上成功的人生。
但是如果家长没有适时转变自己的教育和管理方法，往往使得孩子无所适从，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的学
习生活和社会交往，也会使得一些已经形成的问题更加恶化，最终成为孩子人生道路上难以逾越的障
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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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习不主动、缺乏自信、做事磨蹭、丢三落四、逆反撒谎⋯⋯进入四年级后，孩子身上的问题仿佛一
下涌现出来，让家长不知所措。
    问题在孩子，责任在家长。
家长需要及时调整教育的方式和方法，使孩子在四年级获得终身受益的“资本”。
    人生中最关键的几步一定要走好，特别是四年级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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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是孩子成长的基本环境，也是影响孩子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发展与时代变
化将对孩子未来的学习和生活带来诸多的挑战。
提出很多新的要求。
而孩子自身在生理和心理方面的新发展是家庭教育开展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家长设计教育策略和方法
的基本依据。
当今家庭教育的发展是家长引导孩子的重要参照，了解和吸收一些最新的教育观念可以减少教育失误
，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
　　1.孩子的变化　　四年级是个需要家长重视的重要时期。
尽管孩子身体和心理的发展是个连续的过程，但是有些时期的发展变化非常快，对人生的影响非常重
要，四年级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时期。
四年级是孩子学业成绩开始分化的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学业成绩的变化，孩子的性格、心理
、行为也会发生变化，学业上的成功更容易让孩子形成积极的态度和良好的个性，更容易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也更容易从社会上获得良好的评价，从而有助于形成持久的内在发展动力。
　　·发展变化的基础是生理成熟　　四年级孩子的学习能力、主体意识发展的基础在于大脑细胞内
部的结构进一步复杂化，大脑的各项功能进一步逐渐趋于成熟。
人脑在10岁之前其发育速度最快，12岁左右脑重已经与成人相当，尽管9岁后儿童的脑重增加很少，但
大脑结构更加复杂完善。
10岁左右大脑前额皮层发育完善，孩子的玩的天性开始消退，相反大脑的抑制能力逐渐加强。
　　·孩子的学习能力有了明显发展　　四年级孩子的语言水平有了明显的发展。
第二信号系统的语言和文字反应增强，语言发展水平由口头语言向书面语言过渡，小学四年级(9—10
岁)以后，书面语言水平逐步超过口头语言水平。
这为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四年级孩子思维能力的发展是学习能力显著发展的关键。
他们思维能力的发展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抽象概括、分类、比较和推理能力开始形成，思维的独立
性和发散性变得越来越明显，创造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基础。
思维开始从模仿向半独立和独立转变，培养思维的独立性和发散性在四年级尤其关键。
　　注意品质的改善有助于学习能力的增强和学业成绩的提高。
四年级孩子玩的天性开始消退，注意事物的目的性增强，注意力更加稳定。
儿童对自己的行为和情绪变化变得更有意识，随着抑制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增强，儿童的自制能力开始
增强，开始有自己的独立见解，独立意识开始增强。
这一时期的孩子其注意事物的目的性增强，注意保持的时间更持久，注意力的稳定性由15—20分钟提
高到20—30分钟，可以胜任更加复杂的学习任务。
　　·主体意识的迅速增强　　四年级孩子的思维开始从模仿向半独立和独立转变，心理发生了明显
的转变，独立意识开始增强。
他们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并愿意坚持自己的观点。
他们参与和开展各种活动的目的性明显增强，内在的行为动机开始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外在的鼓励
和诱惑仍然非常重要。
　　主体意识增强对四年级孩子具有重要的影响。
四年级孩子开始从被动的学习主体向主动的学习主体转变，虽然外在激励仍然是孩子学习的重要动力
，但是内在动机开始成为孩子的基本学习动力。
小学低年级孩子对大大小小的物质奖励非常敏感，但是这种动机的影响比较短暂。
如果方式得当，对四年级孩子可以进行理想教育，引导孩子为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和报偿而努力，这种
动机的影响较为持久，对孩子的影响也更为深刻。
　　·情感的稳定发展与波动　　四年级孩子的情感发展向内控、深刻、自觉等稳定情感转变，这与
孩童时期的外露、浅显、不自觉等情绪和情感显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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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转变过程从8—9岁就开始了，到四年级已经较为明显。
但是，对于10—11岁左右的孩子来说，情绪控制能力还是比较有限的，需要家长的耐心示范和正确引
导。
同时由于四年级孩子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认识事物的能力不断增加，好奇心不断增强，他们遇到的
各种不解和困扰也会迅速增加，有时候他们会因为一件无法想明白的事情而变得有些不安和烦躁。
而随着学习任务的加重和各种期许的重荷影响，四年级孩子的学习烦恼会不断增加，会增加孩子的情
感波动。
　　社会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日趋明显，而社会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孩子情感的波动。
随着学生情感生活的不断丰富，他们的道德感、理智感、友谊感、责任感、审美感、集体荣誉感也有
了进一步的发展。
孩子社会交往的重心由家庭逐渐转移到学校，同伴关系和友谊成为影响孩子的重要因素。
他们不再以父母为榜样，而是开始亲近和模仿同龄人的衣着和行为，他们会引用老师的话来证明父母
的错误，这些对于9—11岁的孩子更为显著。
家长有时候会发现，孩子更加注重同伴和老师的评价，而衣着服饰、学习内容、言行习惯等开始有了
一些新变化，他们敬重的同伴、老师、社会明星成为模仿的对象。
同样，由于外界的诱惑越来越大，一些孩子可能对学习失去原有的兴趣，如果引导不当，很可能造成
孩子的学业失败，甚至影响孩子对自己的积极评价，出现一些学习和心理行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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