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甭管孩子还是家长，高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希望孩子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将最好的水平发挥出来，
考上理想的大学。 ——— 考生家长 崔为涛

家长祝福

高考炼就对人生的态度
本报记者忆高考，致我们逝去的和正在经历的高考

┬记者 王双 报道

本报6月7日讯 高考首日，
考生们正在考场里镇定应考，而
本报678录取群里，家长们讨论
最热的就是高考志愿如何填报
了，纷纷提出高考后填报志愿不
知如何填写才能把握更大等问
题。前期应广大考生家长的要
求，本报高考志愿填报讲座将于
6月16日(周日)下午1点半，在芝
罘区解放路中银大厦3楼举行。
届时，科学填报高考志愿知识体
系创始人金泰雄，将到场为家长
讲解山东省高考志愿填报的注
意事项、如何计算大学的录取概
率、高考志愿填报的风险点、高
考志愿填报的技巧等家长最关
心的问题。

金泰雄具有多年指导高考
考生填报志愿的经验。据他介
绍，高考志愿填报有三大致命误
区，第一大误区是平行志愿时可
以“冲一冲”。平行志愿条件下，
只有一次提档机会，加上很多院
校的提档比例是1：1 . 2，所以学
生一旦被退档，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大误区是高考志愿填报从
上到下都要有梯度设计。上一批
次的录取与否对下一批次的录
取，没有任何影响，因此，下一批
次的录取分数可以高于上一批
次的录取分数。第三大误区是专
业选择“服从调剂”，专业是否服
从调剂，使很多人左右为难，因
为专业是否服从，本身就是为院
校的不好专业在谋利，而不是为
考生服务，应谨慎选择。

温馨提醒：本报高考志愿填
报讲座仅限300席位，需预约入
场。为了能让更多的考生家长来
听讲座，每个考生只限领一名家
长入场。目前通过热线电话及本
报678录取群报名的家长已超过
100人，想听讲座的家长抓紧时
间报名吧！

欢迎考生及家长加入本报
“678录取吧超级群”：221919441。

讲座时间：6月16日 (周日 )
13：30，讲座地点：芝罘区解放路
中 银 大 厦 3 楼 ，预 约 电 话 ：
18663859690。

高考志愿填报

讲座16日开讲
家长需预约领票入场

┬本报记者 张琪

早上班打开电脑，大学同
班 同 学 都 在 议 论 一 个 话
题——— 6月7日，是我们参加高
考10周年的日子。同学们你一
句我一句，把我的思绪带回到
了2003年那个火热的夏天。

高考10年了，回想起来，
有几句话可以表达难忘的记
忆：考试提前一个月、非典来
袭、酷热加失眠、抽象的作文
题。

从2003年起，高考时间提
前一个月，由原来的7月提前
至6月进行，正好我们吃到了

这个“螃蟹”。关于考试时间的
提前，同学们私下里没少议
论，分成了正反两派。正派的
人说“多给我一个月时间，我
可以考更高的分数”，反派的
人对考试时间提前举双手赞
同。我坚决站在反派一方，在
我看来，考前的日子是一种煎
熬，始终抱有一种“早死早超
生”的想法。现在如果再让我
经历一次，我还是10年前的想
法。只不过，现在回忆起当时，
不免觉得有些幼稚。

那一年非典肆虐，我们
也把对非典的审慎带进了考
场。每人一个温度计带着去

考试，没事的时候就要自己
量量体温。因为同学之间有
传言，体温超过37℃，不准进
场考试，这可把大家吓坏了。
实际情况是，温度计基本没
派上用场。

几天的考试远离父母，
吃住都在陌生的环境里，高
温加上蚊子的袭扰，考前的
一夜辗转反侧未能成眠。第
二天，头大了，吃下几粒“脑
清片”，迷迷糊糊地进了考
场。脑袋迷糊，结果证明没耽
误考试。即便那年遇到了一
个蹩脚的作文题，来自《韩非
子》中的一个寓言，就“感情

亲疏和对事物的认知”这个
话题写一篇文章。就是这样
一个很抽象的话题，让很多
同学“马失前蹄”。跑题的跑
题，没看懂的没看懂，很多同
学急得骂娘。

10年了，为何这些事情
仍记忆犹新？因为，当时太把
高考当回事了，始终因为某
些外界因素而耿耿于怀，其
实原本就没啥大不了。

高考，不过就是场考试。
不会因为睡不好就考不好，
不会因为作文跑题就上不了
大学。只有经历了，才能炼就
一种对人生的态度。

┬本报记者 孔雨童

6日晚上在微博上看到
铺天盖地的高考话题，才想
起来，哦，高考又开始了。这3

天，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刻
骨铭心的吧？

我的高考过去9年了。
2003年，我正式步入高

三。这一年年初，姥爷就病
了。因为从小学就住在姥
姥家，姥爷几乎是我一个
最好的玩伴。经常天刚刚
亮，姥爷就提着鸟笼子带
我去公园看猴子，回来给
我讲三侠五义的故事。再

长大一点，姥爷看报纸，我
就坐在他身边也看报纸，

《 参 考 消 息 》、《 老 干 部 之
家》之类，当然，还有《齐鲁
晚报》。姥爷住了院，因为忙
着复习，我就周末去医院看
他。在医院里很寂寞，所以每
次我去，姥爷都很高兴，会给
我10元钱让我买报纸，我们
坐在医院走廊里说起“伊拉
克一个老农用自制大炮打下
一架飞机”，哈哈大笑。

每天忙忙碌碌，课间不
休息，晚饭时间也一身疲惫
麻木地坐在教室里。那个时
候，每个人课桌上都摞起了

高高的足以掩护打盹的课
本、练习册，有一次因为晚上
拉肚子早自习趴着睡着了，
英 语 老 师 过 来 叫 醒 我 两
次……

就这样，2003年10月15

日，姥爷去世了。那天是杨利
伟“飞天”的日子，在全班同
学的欢呼声中我一个人泪如
雨下。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我
逼着自己学习，每天要看沈
从文的《湘行散记》加《沙僧
日记》才能睡着。

就这样，高考磨磨蹭蹭
又意料之中地来了。那3天，
无论你事先想了多少遍、准

备了多少努力，也只在那几
张试卷上成定局。考英语的
那天，天上下起了瓢泼大雨，
雷声轰隆。姥姥坐在家里哀
声叹气，但我们都是一身雨
水乐呵呵地答完试卷的。到
了这个时候，一切已经没有
什么了，我们走了这么远，终
究要把这条路走完。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给
姥爷看到我的录取通知书。
到今天，我依然十分想念姥
爷。也许唯一可以安慰的是，
我来到了当年姥爷每日必看
的报纸工作。如果你还在，是
不是也会觉得很有趣？

┬本报记者 李大鹏

“考上了是我赚了，考不
上是应该的。”因为学习成绩
不好，高考对我来说没有一
点压力，大不了去个专科学
校学政治或法律。

我是一名美术生，高考
分为专业课和文化课。因为
先考专业课，所以在文化课
考试之前，大家一直在等待
专业课成绩，如果拿到大学
专业课的证书，那么就会全
力攻文化课，否则文化课拿

高分也没用。
2007年正月初四，我们

全班分两批，一批去青岛一
批去济南，参加专业课考试。

我们专业课考试可以
报很多学校，到时拿到这
些学校的专业录取书，再
根据文化分来选择。我报
了大概九、十个学校，光报
名费就1000多元。第一个考
试的学校是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也是后来录取我的
母校。那天正好下着雨，我
们考完试坐公交车回住的

地方，公交车半路坏了，舍
不得打车，就背着画架拿
着工具箱，一路走回去。

考完专业课，回到学校，
心老是沉不下，专业课成绩
得很晚才能出结果，我不知
自己考没考上，那文化课也
就没法拼全力。

后来，专业课成绩出来
了，我很意外地考上了山工
艺，很多专业比我好的同学却
落榜了。到了大学，还有老师
质疑我的专业水平：“都说海
边的孩子聪明，你怎么例外，

你当初是不是找关系进来
的？”虽然是玩笑，但我的内心
也很痛。

文化课考试期间，父母也
没给我压力，整个高考过程现
在回想起来很平静，最后顺利
考入大学。不过，我现在还是
有点后悔，自己并不喜欢画
画，只是为了考大学而选择美
术。以后如果我的孩子面临选
择，我希望他不要以世俗的眼
光来对待人生，还是坚持自己
喜欢的，以后能混成啥样看造
化吧！

┬记者 姜事成 报道

“端午节咱们带孩子去哪
玩？”最近几天，本报接到很多
小记者家长的热线电话，大家
着急地期盼着小记者们的端
午之行。别着急，齐鲁晚报·今
日烟台的小记者活动组织者
已经为大家准备了一顿丰盛
的“端午盛宴”。

活动一：“童趣家”职业体验

许多小记者都有自己的
梦想，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
做医生，还有的小朋友想成为
消防员……以前这些梦想只
能等孩子们长大才能实现，对
孩子们来说遥不可及。现在，
烟台有了首家儿童职业体验
馆——— 童趣家，实现这些梦想

不再遥远。本报与童趣家联
手，将在6月10日上午组织本
报小记者前往体验，想参加的
小记者们赶紧报名吧！

报名电话：18653506802。

活动二：摘樱桃享田园风光

本 地 大 樱 桃 终 于 上 市
了，本报将组织小记者去海

阳樱桃采摘基地第一村———
丁家夼村吃个爽。这里是山
东 省 最 大 的 樱 桃 种 植 园 之
一，有欧洲甜樱桃、美国大樱
桃、乌克兰等十几个早、中、
晚熟品种。小记者们可以亲
手采摘并且品尝樱桃，享受
自己的劳动成果 (樱桃园内
随便吃，但不能损坏果树 )，
还可以和小伙伴在果树下尽

情照相，欣赏美丽的山水景
色和田园风光，呼吸最新鲜
的空气。采摘完毕之后前往
仙姑山下天籁谷风景区(车程
30分钟)，参观国内最大露天弥
勒佛像，景区内山奇水秀、松
林茂密，让您融入返璞归真的
世外桃源！名额有限，请小记
者们抓紧时间报名吧！

报名电话：18660095750。

端午节，小记者两大活动任你选
快点来报名，我们等着你

为了考上大学选了不喜欢的美术

我们终究要把高考这条路走完


	J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