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追着跑”到“稳步走” 

——基于 PDCA 循环模型的寒假家长伴学策略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马晶 

“幼小衔接”是当今教育领域的热点词汇之一，家长热衷于为孩子报各种幼小衔接辅导

班。而笔者认为在智育方面，我们更应关注的是一年级的“小豆包”入校后能否适应小学生

活，能否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是否热爱学习进而一步步培养出学习内驱力。因此，笔者在

一年级寒假尝试用 PDCA 循环模型陪伴孩子学习，让孩子从一年级第一学期“追着跑”的学

习状态转变为“稳步走”的学习状态——不急不徐，一步一个脚印，稳步提升。 

首先，笔者从孩子自身特点出发，选择适合孩子的学习资料，与孩子一起制定了个性化

的寒假计划和每日时间安排表；其次，在具体实施阶段，又围绕目标寻求对策，依照策略实

施每日伴学计划，并将 48 天的寒假分为三个阶段，根据孩子的完成情况及时调整计划，让

实施过程更加完善；再次，在假期结束之前，家长与孩子一起自查自纠，检验目标达成情况，

开学后与学校老师沟通，评价实施效果；最后，根据自查结果和老师的反馈，总结经验，反

思不足，不断完善，设计改进程序，为下一个 PDCA做好准备。 

2020年 9月 22日，习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指出：“要完

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

系。”作为祖国未来建设者的少年儿童，应从小埋下终身学习的种子，明确人生目标和阶段

性目标，运用小步子原理，勇于尝试，及时纠错，螺旋上升。基于此，家长如果能在小学低

段运用 PDCA 循环模型引导孩子制定目标、实施计划、反思复盘、改进问题，这样“带着问

题再出发”的方法让孩子不仅在学习方面受益，更教会他们一种处理生活难题的思维方式。

此案例为个案研究，但其方法和 PDCA 循环模型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可供广大家长和教师参

考借鉴。 

【案例解决方案】 

PDCA循环模型由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提出，包括四个步骤：即 Plan(计划)、Do(执

行)、Check(检查)、Action(处理)，PDCA分别是它们的首字母。其中：P (Plan)计划是指确

定实际目标；D (Do) 执行是根据实际信息，设计出具体方法并进行实施操作；C (Check)检

查，即梳理并归纳按计划操作所得到的结果，分析成效，找出存在的问题；A (Action)纠正，

对达到预期效果的经验总结规律，使之标准化，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进处理。在上一轮实践

中存留的问题，将纳入下一个 PDCA 循环中去解决。 

PDCA循环理论提出后，在医学、企业管理、质量检测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与推广，



   

但在教育领域的相关研究却寥寥无几。作为家长，我认为这种自查自纠、螺旋上升的管理方

式或将适用于一年级刚入校的孩子，于是在一年级寒假，我尝试运用 PDCA 模型为孩子制定

了假期伴学计划。 

一、制定计划（P）——分析现状，制定寒假目标，明确实施策略 

（一）分析孩子特点 

总体看来，我的孩子属于一年级普娃，年龄偏小，零基础入学，识字、计算、体育等各

个方面均不突出，因此整个一年级上学期都属于“追着跑”的状态。 

1.视力方面：由于父母高度近视，因此孩子未来近视概率极高，目前双眼远视储备仅为

25度，遵照医嘱，每天应安排 2-3小时户外活动时间。 

2.体育方面：孩子从小体能较弱，家长有意识培养孩子热爱体育的精神，打消孩子对体

育的畏难情绪。结合小学低段必备体育技能，寒假我为孩子安排了跳绳和拍篮球两项体育项

目，一方面锻炼孩子的身体素质，另一方面也为下学期拍球接力集体项目打好基础。 

3.语文方面：一年级上学期重点是拼音和识字，孩子拼音掌握情况较好，但前鼻音后鼻

音还经常混淆，因此假期需要强化突破；识字一直是孩子的弱项，预计通过自主阅读提高孩

子的识字效率。 

4.数学方面：一年级上学期数学较为简单，孩子基本掌握，但口算较慢，正确率不能达

到 100%，因此假期训练以口算速度为主，辅之以数学习题巩固。 

5.英语方面：孩子之前没有参加过系统的英语辅导班学习，入学后一直紧跟校内老师进

度，较为吃力，单词认读能力弱，假期打算进行适当拓展，学习自然拼读法。 

（二）选择学习资料 

市面上的教辅资料大体分为以下四类：课本知识盘点类、同步练习题类、专项突破类、

培优拔高类。结合一年级上学期对孩子的学习状况观察，本着让孩子劳逸结合过假期的原则，

我们为孩子选择了以下几套适合他的学习资料： 

1.语文方面：选择《日有所诵》和《读读童谣和儿歌》作为朗读材料；选择《古诗 70+80》

作为背诗材料；选择网络资源“写字王老师”视频进行练字指导。 

2.数学方面：选择《口算大通关》进行计算专项突破；选择《黄冈寒假作业》提升孩子

做题速度。 

3.英语方面：选择 RAZ分级读物的 level A作为磨耳朵材料，并预习一年级下册英语教

材；看 super simple songs 儿歌，寓教于乐，培养语感。 

以上内容每完成一项，让孩子自己在打卡记录本上涂自己喜欢的颜色或图案，用此方式

激发孩子的兴趣，提升学习内驱力。 



   

（三）合理分配时间 

本着劳逸结合的原则，家长同孩子一起制定了较为宽松的假期学习计划，列表如下： 

 时间 事项 

 

上 

午 

8：30前 起床 

9：00前 吃早饭 

9：00-10：00 学习 

10：00-12：00 户外玩耍 

中 

午 

12：00-1：00 午饭 

1：00-3：00 口算、自主阅读、写话、听故事、玩乐高 

下 

午 

3：00-4：00 学习 

4：00-5：00 户外体育运动 

5：00-6：00 自主阅读 

晚 

上 

7：30-8：30 学习 

8：30-9：00 洗漱 

9：00 睡觉 

注：表格中标注“学习”字样的项目，孩子可以自主决定具体内容，将主动权留给孩子。 

（四）预估达成目标 

从“追着跑”到“稳步走”，一年级下学期开学后能够较为从容地应对学校学习要求，

提高学习效率，将节省出的时间用于大量课外阅读和体育运动。 

二、实施阶段（D）——围绕目标，寻求对策，依照策略实施每日伴学 

（一）第一阶段：初探（2022年 1月 9日假期开始至 2022年 1月 19日） 

孩子基本能够合理安排时间，按照计划表较好地完成每日任务。以语文学习为例，能够

做到听说读写全方位渗透。 

首先，家长每天给孩子讲故事，让亲子阅读这一从小坚持的好习惯延续下去。与孩子共

守在一盏灯下读书，一起讨论书中内容，无论对父母还是对孩子而言，都是宝贵的高质量亲

子时光。 

其次，每日朗读 15 分钟。之所以选择《日有所诵》和《读读童谣和儿歌》，是因为书

中的朗读材料均为短小的儿歌，对于一年级的小朋友来说并无难处，符合最近发展区理论，

不仅更易坚持，还能让孩子体会到小小的成就感。同时这些注音读物便于孩子巩固拼音，增

加识字量。 

第三，每日背古诗 10 分钟。幼儿的记忆力十分惊人，每天诵读或是吟唱几首古诗，循



   

环往复，螺旋上升，孩子很快就能熟读成诵。 

第四，每日分三个时段进行练字，即上午 10 分钟，下午 10分钟，晚上 10分钟，共计

半小时。练字过程中，我一直和孩子强调要向盲目的低水平重复说“NO”，练字要做到“少

而精”，即写完一个字，对照书上标准玩“找不同”的游戏，看看自己的字和范例字区别在

何处，然后再动笔写下一个字，下笔慎重，努力模仿范例字。 

第五，有感而发，自主写话，家长略微指导。 

 

（二）第二阶段：调整（2022年 1月 20日至 2022年 1月 28日春节前夕） 

通过第一阶段的实施，发现孩子在自主阅读和体育运动方面兴趣不足，同时在时间管理

上还存在拖延情况，加之春节将至，家长希望参与到家庭大扫除中来，培养孩子做家务的能

力，因此打卡项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四个，调整图如下： 

 

（三）第三阶段：巩固（2022年 2月 7日春节过后至 2022年 2月 25日开学前夕） 

经过 1月份的打卡学习实践，孩子非常喜欢，并且养成了一定的学习习惯，因此，新一

轮的打卡计划仅微调，以语数英三科依次排列。从完成度来看，孩子的朗读、自主阅读、口



   

算、英语磨耳朵、户外活动完成较好，“9：00前入睡”这一项完成欠佳。 

 

 

三、检查阶段（C）——评价实施结果，检验目标达成情况 

（一）假期结束前夕，家长与孩子一起自查自纠 

1.语文方面的收获： 

（1）朗读：读完《日有所诵》、《读读童谣和儿歌》和一年级下册部分课文，朗读流

畅度提高； 

（2）背诗：熟练背诵 20首古诗； 

（3）练字：练完一年级上学期生字，字的结构把握较好，部分字能写出笔锋； 

（4）阅读： 

书目 阅读情况 

《万能船长帮帮忙》共 5本 半自主阅读 

《小豌豆的一年级寒假》 自主读完 

《没头脑和不高兴》 自主读完 

《超级飞侠拼音认读故事》 自主读完 

《怪杰佐罗力》1册-3册 自主读完 

（5）写话：在家长的适当帮助下，共完成 15篇写话； 



   

 

（6）听写：一年级上学期的错题。 

2.数学方面的收获： 

（1）口算：每日 1-2页，口算速度较之前更快，准确率更高； 

（2）练习题：《黄冈寒假作业》中有些题目略难，已将错题总结，日后将加强巩固练

习。 

3.英语方面的收获： 

一年级下学期的六个单元已预习过一遍，孩子在课堂上学习时将更有自信。 

4.体育方面的收获： 

拍球接力跑进步最大，能用正确的姿势快速运球。 

（二）新学期开学初期与上学期期末对比 

通过寒假初期的制定计划（P）和整个假期的实施阶段（D），孩子在朗读、书写、自主

阅读、拍球接力、识字方面等方面有很大的进步。以书写为例，一年级上学期时，孩子在字

的结构把握上还存在很大缺陷，对主笔概念不清，笔画也较随意，经过一个假期的训练，孩

子对字的结构把握更到位了，还尝试写出笔锋，如下图： 



   

 

四、改进阶段（A）——总结经验，反思不足，不断完善，设计改进程序 

（一）对学习内容做“减法” 

开学后自主支配时间变少，需要合理安排晚饭后到入睡前的 2个小时，提高时间管理能

力和学习效率，协调好学校作业和课外拓展两方面的内容。因此，我们对打卡计划做了“减

法”，仅留下必要项目，继续重视每日基本功训练，如下图所示： 

 

（二）加强时间管理 

针对假期 “9：00前入睡”这一项目完成欠佳的问题，下一步将用倒推法做时间规划。

例如 9：00睡觉，8：30开始洗漱，上表中的每一项基本功训练大约需要十分钟，合计约 70

分钟，校内作业完成约半小时，由此推算出每天应从 7：00开始学习。 

（三）用好“预习”这一学习法宝 

一年级下学期开学时的作业 一年级上学期期末时的作业 



   

开学一段时间，孩子体会到预习带来的“红利”，最为明显的是语文背课文不再是老大

难问题，课堂效率也明显提高了。预计下个假期将预习推广到各个学科，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进而提升学习内驱力。 

【经验与启示】  

经验一：培养孩子的目标意识，包括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目标、良好的时间管理能力、

有朝着目标奋进的动力等。 

经验二：小步子试验，可将执行阶段划分为若干阶段，当计划不妥时应及时纠错，及时

止损。 

经验三：将终身学习的种子植入孩子心中，让孩子明白学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

需要循序渐进、螺旋上升，最终一步步自我精进的过程。 

对于企业来说，PDCA 循环模式是一种管理方式；对于受教育者来说，PDCA 循环模式是

一种学习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如果孩子能够在成长这条单行线中自觉运用这种成长型

思维，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循序渐进地提高学习效率，才能将“稳步走”进行到底。愿孩

子在成长路上的每一步都可以有“稳步走”的能力，未来可以收获一个“肆意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