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幼升小
学生适应节奏不一
老师建议：家长需正确引导

学生早日适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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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见习记者韩蕾）“老师再
见。 ”

9

月
13

日
11

时，记者在市第十三小
学的东门， 看到了正在跟老师说再见的一
年级小朋友琪琪。“我们家孩子适应能力还
比较强， 上学这些天没有出现过哭闹的现
象，也没有说过不愿意上学。 ”琪琪的妈妈
刘女士很欣慰地对记者说。刘女士说，琪琪
就是早上起床需要家长反复催促。

小学已经开学十几天了， 像琪琪这样
不哭不闹的小朋友， 很快就习惯了小学生
这个身份， 但是有的小朋友还停留在幼儿
园时期。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的小朋
友上课自制能力比较差，小动作比较多，不
仅耽误了自己的学习， 还扰乱了正常的课
堂秩序；有的小朋友则表现得比较内向，不
爱说话，很少和其他小朋友接触。

“从幼儿园升到小学，学生一般都需要
2

周到
1

个月的适应期。 也有适应能力强
的很快就适应了小学一年级的环境。”市十
三小一（

9

）班班主任叶老师说，自己班上的
小朋友有的表现得很好， 上课不仅坐得很
端正，而且也很积极参与课堂互动；但有的
小朋友自制能力差， 还会出现上课捣乱的
情况。 自己每天上课的时候都会反复地去
维持课堂纪律，有时候一天下来，嗓子都哑
了。

“其实，从幼儿园升到小学，有的小朋
友不适应是很正常的。 ”叶老师说，自制力
较差的学生家长要多和老师沟通， 及时了
解学生在学校的情况， 并对学生作出正确
的引导。比较内向的学生，家长要让学生多
接触些新的事物， 鼓励学生在课堂上积极
发言。

..

“小学一年级主要是为了能让学生培
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让他们会听讲， 会学
习。 虽然有的学生在幼儿园的时候学过小
学的一些课程，但是学得比较浅显，所以家
长需要在课后帮助学生复习已学过的知
识，预习将要学的课程，争取尽快接受小学
一年级的知识。 ”叶老师说。

叶老师还说， 家庭教育对于孩子能否
很快适应新环境很重要，有的学生不适应，

或许跟家长不愿意放手， 让学生产生了太
强的依赖性有关。叶老师说，其实小学一年
的学生自己可以做很多事情了， 她建议家
长让学生学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例
如自己起床穿衣，自己吃饭，自己收拾书包
等，来锻炼孩子，培养孩子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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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香啊，来闻闻。 ”昨日上午，在报晓新村一位母亲带着孩子
近距离闻着盛开的桂花散发的香气。 近期，我市接连不断的雨水加
上气温适宜，使市区内不少桂花提前绽放，沁人心脾的花香吸引了
许多市民和游客驻足闻赏。 本报记者徐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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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附近的人行天桥正在施工，

多个方向的道路行走不畅，因此，每到
放学的时候， 市三小周围便会水泄不
通。有的学生和家长为了尽早走出“包
围圈”， 就开始向旁边的绿化带“借
道”。 开学没多久，胜利路步行街一处
绿化带的围栏就已经被踩坏。 图为昨
日

11

时
30

分， 一名学生从该绿化带
走过。 本报记者马依钒摄

随处小便 当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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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徐杰）一座城市的文
明，不仅体现在路边摆上花的“涂脂抹粉”，

更体现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健全和市民素质
的养成。 涵养文明，做文明人，行文明事，应
该成为每个公民的自觉。但记者在采访时发
现，仍有一部分人文明意识差，连“不可随处
小便” 这一最基本的文明准则都难以做到，

为城市形象抹黑。

“那人真恶心，这也太没素质了”，

11

日
14

时
40

分， 记者正往单位行进途中，

旁边传来一位路人的话语， 扭头望去，一
不雅的一幕映入眼帘，只见在申桥边的绿
化带里，一位四五十岁左右的男子正在小
便。此时正是上班时分，申桥上人来人往，

这名男子就站在挨着路边的位置，看见有
人望来，不知羞耻的脸上还挤出几分难看
的笑容。

而这样的场景在市区其他地方也时有
出现， 据市民程先生反映，几天前他带着孩
子到羊山博物馆参观，回来在市行政中心站

点等
25

路公交车时， 只见一位中年男子从
前面拐弯处过来后，就停在路边面对围墙旁
若无人撒起尿来。 “爸爸， 前面不是有厕所
吗？”面对这一幕，孩子惊奇的问话让程先生
很费了一番口舌解释。

王女士住在五星街一小区， 每到晚上，

都有不少居民三五成群在小区内结伴散步
健身，王女士也是其中的一员。她说，前一段
天热，散步健身的人格外多，一次正行走时，

前面几位边走边聊得欢实的上年纪居民，都
停了下来，在小区绿化带边一字排开。 纳闷
的王女士走过时才知道， 这几人正在“方
便”，“这太让人难堪， 小区门口就有公共厕
所，走几步就到了。都这么大年纪，小区散步
的人又多，就不能注意下影响吗。 ”

“随处小便，羞不羞。 ”这是不少成人教
育儿童的话语，我市正大力推进文明城市创
建，希望这些不分场地随处小便的成人不要
再回头从孩子学起，多一份羞耻之心，以免
给我们共同维护的文明蒙上灰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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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干旱影响，今年板栗个头偏小不饱满

板栗价格偏低甚伤栗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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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消息（记者周亚涛见习记者韩蕾实习生买祥发）金
秋时节，正是信阳板栗收获的季节。 近日，记者走访河区李家寨镇种
板栗的农户，了解受旱影响，今年板栗价格普遍偏低，极大地挫伤了栗
农种板栗的积极性。

9

月
12

日上午，记者来到河区李家寨镇板栗收购市场。 正在
收购板栗的陈老板无奈地介绍，今年板栗价格偏低，去年这个时候
的板栗价格是

7

元
/

千克左右，今年的价格却只有
4.4

元
/

千克。由于
板栗卖不上价，再加上板栗采摘的人工费逐年上升，致使往年在家
打板栗的栗农纷纷出外打工挣钱。陈老板家也种了

30

多亩板栗，现
在由于缺少人工采摘，好多都烂在了树上。

来自河北保定收购板栗的商户胡先生告诉记者， 他已经连续
5

年
都来李家寨镇收购板栗，今年信阳地区的板栗受干旱气候的影响，质量
没有去年的好，个头偏小不饱满。再加上板栗缺少深加工，附加值不高，

整体上造成板栗价格偏低。

在信运汽车站旁边卖油炒板栗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信阳板栗含水
量大、 含糖量低，

1

斤板栗最多可以炒出来
6

两， 而外地的可以炒出
8

两，价格又比信阳板栗低，致使市面上销售的炒板栗基本上都是外地板
栗。

信阳市林业局工作人员介绍， 信阳地区种植板栗面积虽然近
160

万亩，但多以农户为单位，缺少深加工，经济附加值小。且外地板栗大量
涌入信阳市场，这是造成信阳板栗价格低廉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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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子历来受人喜爱。而平安竹寓意平安，更是备受
青睐，买一把养起来，放在屋里既净化空气又美观。 昨
日， 记者在申城大道看到一商贩挑着两竹筐竹子沿街
叫卖，不少市民纷纷上前购买，其中平安竹快速脱销。

本报记者周亚涛吴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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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寨镇本地栗农正在装运板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