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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上學的不安 

推薦：《小阿力的大學校》  上誼 

推薦理由： 

    小阿力要上學囉！小阿力好興奮，可

是又有點兒擔心：萬一在學校迷了路？萬

一交不到新朋友？怎麼辦？他也害怕自己可能會忍不住哭，他真不想離

開媽媽到陌生的環境去。 

    這樣的興奮與擔心都是小一新生的心聲哦，但孩子未必具有這樣的

表達力，小阿力為他們代言了。問題如何解決？情緒如何調整？一隻小

麻雀讓小阿力改變了想法……而且他發現，學校是個很有趣的地方喔！ 

    學校還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不是空洞地說理，繪本做到了！親

子共讀之後，更希望爸爸媽媽回憶、介紹自己的小學生活，聊聊自己小

時候喜歡的學科，說說發生在學校里的好玩事情，當然，做過的傻事也

可以，只要夠有趣就行。 

    親子共讀，繼而的現身說法，小一新生們真的開始嚮往去學校，嚮

往有趣的小學生活。這是我們期望的。 

 

＊遵守規則 

推薦：《大衛上學去》  大衛·香農 文/圖 

推薦理由： 

大衛在《大衛，不可以》里唯我獨尊、一 個

人在家胡鬧。而《大衛上學去》了，身邊 有

了同學，大衛必須得學會與別人相處，還 有

上學不遲到，上課不吃口香糖，下課上廁

所，不捉弄同學......這些都是大衛要在 學

校必須遵守的規矩。 

    親子共讀的過程就是學習遵守規則。 

 



＊人際交往 

推薦：《同桌的阿達》  武田美穗 文/圖 

推薦理由： 

    美穗一起床就覺得全身不對勁，一下子覺

得頭痛，一下子又肚子疼，一點也不想去上

學。正想逃學到公園玩的美穗被阿達發現。其

實，其實，美穗真正不想上學的原因就是因為

害怕見到坐在隔壁的小男孩阿達…… 

    孩子上學了，小學校會比幼兒園大，小夥

伴也會比幼兒園多，還會有固定的同桌，如何和同桌相處，如何表達關

切......其實，其實，在美穗眼中那些阿達兇巴巴的惡劣行為是阿達的

關切哦，只是那都是阿達的方式。 

    本書最大的特色在於第一人稱及倒敘的手法講故事，就像讀者現場

聆聽作者娓娓道來。父母可以扮演作者講述，可以和孩子一起討論交朋

友的話題。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baby/6ee2pv.html 

(更多上學不同主題相關繪本推薦，家長可自行上網參閱) 

         

        我家寶貝上小一                          許淑雲 

親愛的小一家長： 

恭喜您，在今年夏天，家裡的寶貝將邁開步伐，邁向小一新鮮人的新里程。

竭誠歡迎您，加入小學的大家庭，與全體師長們同心協力成為教育合夥人，享

受陪孩子成長的美好過程，給孩子一個寶石般璀璨的金色童年。 

身為小一的家長，您一定有各種疑惑與煩惱：擔心寶貝能不能適應學校規

律的團體生活、專心上課？憂慮寶貝能不能完成規定的課業、和同學愉快相處？  

親職教育文章 



孩子的學習無法透過單向灌輸完成，必須有強烈的動機以及正向的熱情，

與共同學習的人相互激盪完成。在孩子成長的路上，除了學生、老師要一起努

力之外，最重要的是父母的鼓勵與支持。當孩子站上小一新生的起跑點，除了

需要爸爸、媽媽的關心與參與外，還需要父母正確的引導，以下是給爸媽們的

幾個提醒： 

（一）訓練生活的自理能力：小一後就應該讓孩子自己穿脫衣服和鞋襪、扣釦 

子、吹乾頭髮及整理書桌整潔，睡前自己動手整理書包、學用品。如果 

從小一培養寶貝生活自理能力，未來孩子的發展相對穩定。 

（二）調整良好的生活規範：小一後每天都有豐富的學習活動，讓孩子養成規 

律的生活作息，定時用餐、定時學習及定時休息，協助孩子學習自律， 

並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進而塑造良好的品格。 

（三）培養負責的學習態度：親師一起幫助小一的孩子建立「定時完成功課」 

的責任感，並鼓勵讓孩子在完成學校進度之餘，養成自動閱讀的好習慣 

。把學習的責任還給孩子，不要剝奪了孩子自由支配學習的權利，要讓 

孩子體驗自主學習的酸甜苦辣。 

（四）建構正向的自我效能：小一的父母千萬不要處處拿孩子的表現跟別人比 

較，過度擔心孩子的課業表現，要知道學得急、學得多，有時候反而會 

變成揠苗助長的反結果。在合理範圍讓孩子有機會選擇，並尊重他們的 

選擇，例如，才藝學習的安排可以試著參考孩子的意見。 

    親愛的爸爸媽媽們，學會放心、適時放手，不要剝奪孩子成長的機會，孩

子的成長過程千萬別過於急躁，多與老師保持聯繫，建立共同的教養原則，就

能幫助孩子在最短時間內，適應學習的各種挑戰。多給寶貝的老師愛的鼓勵，

一起陪伴寶貝們，快樂展開璀璨的小一新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