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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学生初中生涯的最后一年，老师是学生冲刺备考的指路明灯，而家长的作用不

应只局限于保障后勤。若能和学校有效合作，家长就会对孩子有更全面的了解，有的

放矢地进行家庭教育。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德育副主任魏兴建议，家校沟通要找准时

机、关注重点，学会和老师同频共振。

“中招问答”针对中招的常见问题进行梳

理和解答，敬请关注。欢迎家长和考生，通过

北京考试报微信公众号与我们交流互动。

家教信箱

疑问：家长怎样了解

青春期孩子所思所想？怎

样和孩子有效沟通？

孩子情况：男孩，15岁

疑问：孩子人际沟通交

流能力差，对人对事分不清

好坏，自卑心重。父母跟她

讲理，她总是有理无理都顶

撞。我们应该怎么办？

孩子情况：女孩，15岁

答疑：处理这个问题家长要搞

清楚，是想知道孩子所思所想，还是

想更有效的沟通？知道孩子所思所

想是有效沟通的结果而不是目的，

所以家长不要总惦记挖出孩子心中

的秘密。

（1）有效沟通是指彼此的交流，

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教诲。彼此信任

才能顺畅沟通，要让孩子也知道家

长的所思所想。15 岁的孩子有相

对独立的思考能力。孩子有能力判

断什么事儿是为他好。

（2）沟通氛围很重要，可以在游

戏中、运动场上或大自然中进行。旅

途是个交流的好环境，在轻松的氛

围中沟通能使我们和孩子更亲近。

答疑：这个问题很常见，在 15

岁孩子眼中，好人或好事标准与家

长并不一致，也并非每一次家长都

是正确的。

（1）15 岁的孩子思维能力相对

成熟，喜欢独立思考，家长要给孩子

一定的空间。

（2）可 以 和 孩 子 共 同 探 讨 问

题。在交流过程中，要倾听孩子的

想法，体现对孩子的尊重。

（3）在产生顶撞时，家长要更冷

静，善于倾听。以顶撞解决交流问

题是因为孩子还缺少方法，家长可

以帮助孩子学习解决问题的方法。

本期答疑人：
张东伟
北京市顺义区赵全营中学

问：“既往病史”栏考生
应填写哪些内容？

答：既往病史指过去曾

患过某种严重疾病如结核

病、精神病等，或有较严重

的先天性疾病如先天性心

脏病等，或做过较大手术如

先 天 性 心 脏 病 手 术 或 肝 、

胆、胰、脾、肾等主要脏器手

术。既往病史可能影响考

生选报某些专业和工种（如

皮肤过敏症不宜选报化工、

制药类专业，先心病手术后

不宜选报高空、井下、高温、

野 外 等 重 体 力 专 业 及 工

种），但可选报其他大部分

专业和工种。

考生应如实填写这些疾

病或手术史，医生在体检时

会根据考生填写的病史内容

进一步详细询问，根据考生

身体条件指导选择适合的专

业和工种，避开不宜从事的

专业和工种。如果考生隐瞒

病史，即使已被录取，也有可

能在入学复查时因不符合体

检标准被招生学校取消入学

资格。因此，考生应将这一

条理解为保护自己利益。

问：怎样看体检结论？
答：经过体检，根据考生

的身体状况可做出三种体检

结论：

（1）合格

表明考生的身体状况符

合普高及中等职业类学校

（中专、技校、职高）各专业和

工种的要求，考生可随意选

择报考，不受任何限制（报考

军校、警校须另参考军校、警

校体检标准）。

（2）合格，专业受限

表明考生的身体状况具

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体检标准》“二、有下列疾病

或生理缺陷者，不能录取的

专业”中所列条款或“五、报

考师范专业的补充规定”或

“六、其他补充规定”中所列

条款或《技工学校招生体检

标准及执行细则》“二、执行

细则”中所列条款或《北京市

技工学校部分专业（工种）试

行体检标准》中的所列条款，

考生不宜选报此条内所列的

专业或工种。

若考生具有《北京市普

通高中招生体检标准》“二、

有下列疾病者，不宜录取为

住宿生”中所列条款，不宜选

报普通高中的住宿生。

（3）不合格

表明考生的身体状况具

有《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生

体检标准》“一、有下列疾病

或生理缺陷者，不能录取”中

所列条款或《技工学校招生

体检标准及执行细则》“一、

标准”中所列条款或《北京市

普 通 高 中 招 生 体 检 标 准》

“一、下列疾病者，普通高中

不宜录取”中所列条款，这部

分考生不宜选报中等职业类

学校或普通高中。

问：发现体检结果有疑
问怎么办？

答：考生在拿到体检结

果后，要详细阅读全部内容，

如果对体检结果有疑问，认

为与自己身体的实际情况不

符，应在获悉体检结果一周

之内，通过班主任或校医向

本区中小学卫生保健所提出

复检要求。

问：体检会诊如何进行？
答：区中小学卫生保健

所在对考生进行体检的过

程中，可能遇到不易确定的

疾病，或需进一步指导考生

选报专业，或涉及招生体检

标准以及有关的政策等疑

难问题。为了对考生负责，

及时解决这些问题，保健所

会将考生及时转到北京市

体检中心进行会诊。北京

市体检中心系市卫生健康

委直属医疗机构，是中招体

检终检单位，负责中招体检

的组织、管理、复检、会诊、

咨询、解决录取阶段体检遗

留 问 题 及 退 生 鉴 定 等 工

作。会诊时，学生需携带各

区保健所开具的会诊单及

本人身份证或学生证。

注：2023年相关政策如
有变化，请以最新公布为准。

本期关键词：

中招体检（二）初三家校合作 找准时机同频共振
北京市第二中学分校德育副主任 魏 兴

找准时机
积极对话有效沟通

家校合作重在沟通，而沟通时

机对沟通效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

用。总结起来，以下三个时间点最

为关键：

第 一 ，学 期 开 学 时 。 面 对 新

的学习氛围和节奏，孩子都会有

一个适应的过程，有经验的老师

对此非常关注。这也应该是家长

多和老师沟通的时机，经过沟通

能够更多了解孩子学期起始阶段

的情况，并在家庭引导方面做出

适当调整，为后续的学习和生活

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二，期中、期末等重大考试之

后的一周内。此时成绩已出，孩子

也能发现自己的优势和不足，而各

科老师们也正在对学生的成绩进行

细致分析。家长此阶段跟班主任和

各学科老师进行沟通，能够掌握孩

子更加客观、全面的学习状况，并能

够得到老师更科学、有效的指导，以

便在今后的备考中“对症下药”，事

半功倍。

第三，孩子情绪波动且多天不

能缓解时。面对初三学考的压力，

孩子偶尔出现情绪不佳等心理上的

波动，家长不必紧张焦虑。但若这

些情况持续几天仍不能缓解时，家

长务必要格外注意。若孩子不能主

动跟家长沟通，建议家长先梳理孩

子在家的情况，然后跟老师反馈，看

看孩子在学校是否也有相应问题，

和老师一起找出相应原因和有效的

解决方法。

关注重点
坚持落实老师要求

老师若是主动跟家长提出沟

通，一定会先把孩子在校的各项情

况汇总整理后再约谈家长。而家

长在跟老师沟通之前，也应该先明

确：孩子近期在家的表现怎么样；

沟通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达到的效

果如何等等。这样才能在跟老师沟

通过程中更加高效，在有限的时间

里发现、归集更多有用信息，对孩子

后续进步给出有的放矢的指导。

沟通之后，家长一定要关注落

实，若发现采用方法效果不明显，要

再跟老师沟通。面对学考的临近，有

些家长可能会急于求成，希望做到

“药到病除”。但家长一定要明白，跟

老师沟通的作用，不该仅限于沟通的

几十分钟。家长一定要在沟通之后，

在自我消化后向孩子做出反馈，帮助

孩子梳理优势和不足，按照老师的建

议或要求落实并坚持一段时间。这

样才能看到最终的效果。

同频共振
化解居家学习难题

近期，孩子有可能需要居家学

习和备考，这就更需要家长强化家

校合作，与老师同频共振并采取有

针对性的方法。居家期间，家长陪

伴孩子的时间增加，更了解孩子的

学习情况，也最有发言权。建议家

长做到：

第一，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

家和学校相比，上课环境确实不一

样。为了孩子能更好地备考，家长

一定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环境，使孩子在复习时不受到影响

和干扰。这不仅意味着要准备一个

安静的房间，更需要一个和谐的家

庭氛围，同时要引导孩子规律作息、

调整状态。

第二，控制电子产品的使用。

长时间使用电子设备，不仅会对视

力有影响，更可能让一些自控力较

弱的孩子沉溺于游戏和网络世界。

建议家长不仅要严格管理，更要采

取疏堵结合的方式，例如在复习备

考间隙，跟孩子聊聊天，陪孩子进行

学考体育练习，共同做一些家务

等。另外，学校发的电子资料，建议

家长打印出来给孩子。这不仅能减

少孩子电子设备的使用，同时也能

更好地帮孩子强化记忆效果。

第三，增加家校间的互动。居

家学习，让孩子跟老师之间的交往

模式发生了变化，某种层面上可能

会拉远师生间的距离。此时，家长

就更需要通过家校互动来帮助建立

师生纽带。尤其是初三生的家长，

更要多跟老师反馈孩子在家的学习

状态，了解近期学校的要求，跟老师

一起总结和探讨孩子居家备考期间

的优势和不足，以便让老师更全面

地掌握孩子居家学习情况并调整教

学策略，在有力的家校合作中，共同

为孩子的学考冲刺保驾护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