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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C03

本报 6 月 8 日讯(记者 李

涛)8 日是高考第二天，考场外

出现了不少出国留学的宣传。

然而记者采访发现，对于出国

留学，大多数家长都并不盲

目，他们有自己的看法，认为

孩子应该带着志向或明确的学

习目标出国深造。

8 日下午，2011 年高考英语

考试正在进行。而考场外，面对

家长“陪考大军”，全国各地的大

学与部分教育培训机构的工作

人员开始大力推销自己的学校。

记者看到，在部分高校和培训机

构的宣传中都附加上了出国留

学或交流深造的项目，价格动辄
数万元人民币。

在北京某大学的留学班宣

传单页上，考生可任选去美、英、

加、荷兰等一个国家留学，而在

山东本地某所院校的国际班招

生单页上，去往意大利留学的费

用则高达数万元。记者注意到，

招生宣传人员都会抛出国外高

额的奖学金作为宣传点。

虽然近年来，留学已经渐

渐成了高考入学之外的另一条

深造之路，但记者采访发现，

相对于前几年的“不了解”和

“盲从”，如今的大多数家长

都有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家

长张寿朋告诉记者，出国不能

迷信。留学得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除此之外，现在一些孩子

出国留学并不一定能学到什么

东西，即使出国留学，将来工

作就业也并不能确定。张寿朋

告诉记者，如果孩子将来读研

或读博，考上国外大学，家里

肯定会全力支持，但现在孩子

刚刚毕业，不会马上出国。

而家长张有朋对现在一些

学校推出的“ 2+2 ”模式(国内

读两年，国外读两年)也有自己

的看法。他告诉记者，对于读

小语种的学生而言，出国留学

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对于普通

学生来说，仅为了一种虚荣心

出国镀金，就不值了。张有朋

说，现在一些出国留学的孩子

毕业后拿一纸文凭回国，但真

正意义上的能力并不具备。带

着志向或有明确目标的出国留

学，这样孩子才有所学，也能

够自力更生。

面对“出国热”，家长淡定多了
不少家长认为，有明确学习目标才能“送出去”

儿子高考没陪，就陪孙女吧

84 岁爷爷陪考只为偿“夙愿”

8 日上午 10 点，离考试结束还有一个半小

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早早来到潍坊中学校

门外，他选了一个离校门比较远的位置，坐在花坛

旁边静静的等着。这位老人叫王福来，今年 84 岁，

孙女在潍坊中学考试。

王福来告诉记者，孙女不让家里人陪考，但是

他心里还是惦记着，在家里待不住，溜达着不知不

觉就来到了考场外。他说，孩子走出考场后就能看

到在外面等候的家长，心里多少能放松一些。

除了想给孙女一个支持，老人还是为了弥补

自己的遗憾。当年自己的小儿子参加高考的时候，

因为工作忙，他一直没有去陪同，虽然儿子考得不

错，但是自己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东西，这次孙女高

考，也是他第一次陪考，所以无论如何也要过来。

考试还没有结束，老人已经想好了给孙女的

礼物，他说，孙女考上大学，他就包个大大的红包

作奖励。

本报记者 张浩

服务团

要进考场了，准考证忘带了

交警开“绿色通道”及时取回

8 日上午 8：05 左右，潍城交警大队五中队的

李连丰和李照清在潍坊七中的送考车队到达潍坊

中学考点后，开始向外行驶，准备回去值勤，他们

是负责为送考车队开道的。

8：08 左右，两人刚走到潍州路和中学街路口

时，就看到一个学生模样的男生急急忙忙的往这

边跑，跑到路口处左顾右盼，非常着急。两人上去

一问，原来这个男生是潍坊七中的学生，跟着送考

车一起来到潍坊中学，下车后准备进考场的时候，

发现自己的准考证没有带，这才想起昨天晚上落

在宿舍里了。

了解情况后，李连丰让这个男生赶紧上车，闪

亮警灯，一边开车一边通知潍城交警大队，保持沿

途 20 多个路口车辆运行畅通。“路上很顺利，一路

绿灯，用了 10 分钟的时间。”李连丰说，因为已经

通知大队，所以路上没有耽误时间。

很快警车就开到了潍坊七中校门前，男生下

车后快速的跑到宿舍，拿回了自己的准考证，随后

警车快速的赶回了潍坊中学，时间刚好 8：30。

本报记者 张浩

亲友团
智囊团

8 日，在潍坊七中考场，

赵英兰老人送孙女上考场

后，拿起准备好的马扎坐在

了路边，在“后援团”中，这位

76 岁的老教师格外扎眼。

赵英兰老人年轻时在东

北读的师范大学，之后一直

从教，在职期间她进修博士

学历，退休前是一所高中的

教师，家在北京。为了孙女的

高考，已经退休的她从三个

月前就入住潍坊的孙女家，

孩子在学校上课时，她就在

家遥控指挥如何复习，孩子

周末在家时，她就负责帮孩

子补课，并放松心情。

孙女宿瀚琳的考前心理

压力颇大，担心自己发挥不

好考不上一本高校。奶奶赵

英兰又成了孙女的“心理咨

询师”。老人常劝慰孙女：“上

大学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

我有很多朋友连大学也没读

过，今天也很有成就，事在人

为。”

赵英兰说，自己的大儿

子在 16 岁时参加文革后的

第一场高考，还是当地的状

元，两个儿子都很优秀。多年

的从教经验，也让自己对孩

子考前辅导有独到的见解，

“儿子们信任我这老太太，我

就有责任带好孙女的高考。”

“我会一直在潍坊陪着

孙女，包括高考后孩子的暑

假计划啊，包括孩子的志愿

填报等等，都会帮着出谋划

策。”赵英兰俨然成了孙女的

高考全程辅导老师了。

本报记者 秦国玲

考前课业辅导，考期心理咨询，考后志愿参谋

七旬老教师

为孙女做“高考军师”

①赵英兰正在为孙女研究志愿的填报。②考完试的

宿瀚琳开心的抱着奶奶。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①

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