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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英语成绩要过关。对英语

不感兴趣或者英语成绩不好，即使进

入了国际班，由于是英语授课，可能

也会跟不上课程进度。因此，如果孩

子有意向上国际班，家长就要提早注

重孩子的英语学习，毕竟，国际班的

国际课程几乎全部英语授课，需要有

扎实的英语功底。

其次，家长们要留意学生有没有

自主学习的习惯和独立生活的能

力。出国留学的学生要有很强的自

主性。可以说，具备强烈出国意愿和

有较强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才适合

读国际班并且出国上大学。

紧张的备考氛围，激烈的的竞争环境，给

学生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时刻紧绷的大脑，

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使学生无暇喘息。于是，

“我们的英语老师太差劲，不然，我的英语成

绩肯定还会更好！”“我们的数学老师太啰嗦，

早 就懂了的东西，讲了又讲，浪费我们

时间”诸如此类的牢骚就

适时产生了。有的

学 生 不 但 对

老 师 苛

刻，对自己也很苛刻。为了不“浪费”等人的

时间，放学回家路上从来都是单独行动；为了

节省排队买饭的几分钟，饼干、康师傅之类的

方便食品常常成为主食；听语文时同时做着

数学题，复习英语时总想着刚才做物理题怎

么会错了一道……这样的学生自制能力很

强，但只关注自己的要求，他们的性格中大多

有追求完美的特质。他们没意识到：因为自

己的“苛刻”所产生的人际关系障碍必定会影

响到心情，严重的甚至会影响到备考的效率。

对于这些孩子，家长首先应该帮助孩子

将自己的心理期望值适当调低些，以便从容

应考；其次，应该引导孩子经常同老师、同学

和家长沟通交流，协调好人际关系的同时，也

为自己的不良情绪找到一个合适的宣泄途

径；还可以引导孩子将复习节奏适当放慢些，

这样更能提升学习效率。

高考迎考阶段，孩子易出现五种不良心态
家长需警惕并注意帮助缓解

高中国际班，
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
对国际班存在的这些认识误区，您中枪了吗？

随着国际留学热潮的不断升温，国际班和国际高中越来越多，对

于未来准备留学的初中毕业生来说，相当一部分考虑在高中就读国际

班或国际高中。

但很多准备送孩子上国际班的家长普遍对国际班存在认识误

区。他们认为，只要花钱送孩子上国际班，将来孩子就能去国外上一

所不错的大学。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不少家长以为上国际班比上普

高轻松，把国际课程当做高考的一个

退路，这其实是一个很大误区！

实际上，国际部的学习绝不是

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轻松。国际班

的学生能够申请到满意的大学的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在三年内一直

不曾放松自己的课内学习。国际部

的成绩单能真实地反映学生在校的

一贯表现。在总评中，考试成绩只

占 40%，60%则是平日的学习积极

性、上课参与度、作业完成情况及

随堂测验的体现。所以想要一张漂

亮的成绩单，不仅考试成绩得足够

优秀，平时每一天的学习也绝不能

疏忽。

很多人觉得国际班没什么作业，

课后也比较松散，所以玩一玩也能混

一个不错的大学。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当同时需要准备多项考试、写文

书、找课题做实验、面试等等一系列

事情的时候，自己必须学会巧妙而合

理地安排时间以保证能及时完成所

有任务。

IB 课程、A－Level 课程；中美

班、中加班、中英班……目前琳琅满

目的国际课程让不少考生和家长看

花了眼。但是，每一种课程的侧重点

都存在差异，不同的国际班课程设

置、考试方式并不尽相同。

以中美国际班为例，大部分高中

国际班选择的是 AP(美国大学先修

课程)。而中英国际班则大多选择

A-Level 预备课程。A－Level 课

程项目是剑桥大学的一项国际高中

课程。几乎全英文上课，对于不少

同学而言具有一定的挑战性。但是

挑战性带来的收获也是很大的。一

旦习惯了这种全英文上课的模式，

就会发现外教们的课堂会更有意

思，他们更喜欢发问，让学生参与到

课堂中去，这样更能激发学习的兴

趣。由于外教来自不同的国家，所

以上课的同时也能体会到各国不同

的异域文化。

高中国际班大多采用ACT(美国

大学入学考试)和 SAT 两种考试方

式，每年 6 次考试机会，视学生的复

习备考情况决定参加哪一期考试。

ACT 属学科性考试，相对接近

中国的高考，而 SAT 考试则更加注

重考查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扬长

避短，针对学生自身的特点进行选

择，才能充分发挥出学生的潜力。

上国际班就是要出国？错！对

于很多申请到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

来说，在国际课程班的学习给他们带

来的是实实在在的改变，而不仅仅是

为出国做准备。

在国际班三年的学习生活中，书

本知识不再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更

多的是如何将知识运用于实践中。

例如选修了物理和化学这两门学科，

这三年来做了很多次实验，每次实验

从命题设计到正式做实验研究再到

写实验报告等整个一系列的过程，都

需一个人独立完成。中西方教育理

念最大的差异就是，国外认为：学与

不学，做与不做都在于自己。老师不

会对学生的选择或者安排进行过多

干涉，更倾向于让学生独立思考，独

立完成，从而自己掌握和运用知识。

误区1 国际班学得轻松？
纠正：不仅要写作文做实验，考试也很多

误区2 国际课程五花八门随便选？
纠正：可不能随便，不同课程侧重点大不同

误区3 上国际班就为出国？
纠正：更关键的是学习方式和视野要改变

误区4：只要有足够资金支持所有学生都适合上国际班？
纠正：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上国际班

众所周知，知识储备、考试心态和应试技巧是决定考试成败的重要因素。就大多

数学生而言，进入高考迎考阶段后，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或多或少的考试焦虑在所

难免。但是，如果心理压力的超负荷和焦虑氛围的干扰得不到有效调节，必定会影响

学生在考试时的发挥。下面是最不利于学生迎考的几种心态，家长一定要多加注意,

及时帮助孩子缓解。

自卑，通常源于自信心缺乏和过分注重

跟别人的攀比。因为自信心缺乏，就会觉得

自己处处不如别人；因为过分注重攀比，难免

常常有种挫败感。一个对自己的学习和前途

缺乏自信心的人，未上考场就已经输掉大半。

对于自卑的考生，家长一定要懂得激励

的重要性，要不断地鼓励孩子，激发其学习动

力。在此前提下，做好以下两步工作：一是帮

助考生正确地看待自己，明白盲目攀比要不

得，妄自菲薄不足取；二是让考生认识到，考

试只是对学生一般能力的考查，只要用心复

习，合理地利用考前的这段时间，就会取得应

有的成绩，从而引导孩子心平气和地接受现

实，努力向上。

自负，源自于自信心膨胀。通常来讲，自

负的学生总是自以为是、唯我独尊，觉得自己

什么都行，哪方面都好。表现在学习上，就是

认为自己什么都会了，虚夸浮躁，自满得意，

丧失进取心。

对于自负的考生，家长首先要引导孩子

客观地评价自己、看待他人，让他们懂得“山

外有山”的道理。其次，要给孩子创造一点儿

遭遇挫折的机会，因为经历适当的挫折可使

考生心理机制健全，不至于过分自负，经受不

住任何打击。另外，要时刻提醒他们：看清自

己，高考容不得一点疏忽，一分之差可能结果

完全不同，所以一定要踏实下来，把临考前该

做的事情做完、做细、做好才是最重要的。

“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对一切都感觉无

所谓”，这是部分考生身上容易出现的又一种

不良心态。为什么到了临考阶段，有的学生

会表现出一种“没有热情、没有干劲、没有兴

趣”的厌倦心态来呢？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

点：一是平时学习过程中缺乏充分发挥自己

能力的刺激，这是使学习最终成为无聊的事

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是长时间专注于复习考

试，使部分学生尤其是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的

学生产生心理疲惫。

对于这样的考生，家长要多与他们沟通，

多与他们聊天，多聆听他们的倾诉，要想方设

法为他们创设鼓励他们前进的环境，精心为

他们搭建活动的舞台，让每一个孩子蕴藏着

的聪明才智得以充分的发挥，让每一个孩子

埋藏在心底的求上进的火花熊熊燃烧。

喜欢竞争，但过分关注考试排名，对自己

的名次升降过于敏感，这是复习迎考阶段表

现在少数考生身上的另一种不健康心态。毋

庸讳言，适度的竞争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克服困难的意志力，但过于频繁的竞争，则

会使学生产生怯场、紧张的心理状态，不仅失

去激励作用，反而有损学生的身心健康。

因此，家长应该让孩子明白，竞争可以激

发潜质，但太看重竞争，过分关注结果，却常

常会适得其反。特别是那些学习成绩比较差

的孩子，如果竞争意识太过强烈，就会因为频

频受挫而对学习失去兴趣和信心。比较可行

的做法是：在适当竞争的基础上，让孩子看到

自己哪怕点滴的进步；让孩子忽视外界的一

切干扰，相信自己，不灰心，不放弃，构建独立

稳定的心理状态。

本版文字 苏梦璐整理

认为“我不行”的自卑心态

觉得“都会了”的自负心态

放言“管他呢”的厌倦心理

过分在乎名次的敏感心理

过分追求完美的苛刻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