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考

父母坚持陪考 惹得孩子生气
不陪考觉得对不住孩子，全程陪考给孩子增加心理压力

陪考家长少了
与往年人山人海的陪考大

军不同，7日上午，在北镇中学
考点的陪考家长数量很少，记
者目测，仅有百十位家长在门
口等候。

“坐学校安排的大巴车统
一行动会感觉和平时一样(轻
松)。”7日上午，刚刚走出考场
的考生小李说。记者在高考现
场了解到，不少考生希望自己
的家长不要陪考，有的甚至为
此还发了脾气。“有些家长在
高考这几天把全部精力都投
入到孩子身上了，孩子在考场
里考试，家长望眼欲穿地等
着，这无形中加大了孩子的压
力，增加了心理负担。”市民高
先生说。高先生的孩子就读于
省里某重点大学，当年他的孩
子高考，他和妻子没有选择陪
考，而是像平时一样照常上
班，就是想让孩子保持正常的
学习节奏，以平常心迎接高
考。

(记者 赵树行)

家长心态稳了
7日，记者在滨城区第一

中学考点外发现，今年高考的
陪考家长比去年有所减少，不
少家长都是快结束的时候到
考点接孩子。刘女士家住西
区，女儿今年高考，上午11点
15左右，她在考场外等候孩子
出来。“孩子高考，说她不紧张
吧不太可能，我们家长也跟着
紧张。本来不想来，让她自己
考试，孩子也不让来，不来在

家也没事儿，还是过来看看。”
刘女士说，“考成什么样子不
要紧，尽力就好。现在我们很
多家长也都想得开，上了大学
也不一定有好工作，何必给孩
子那么大的压力呢。”

(记者 张爽)

为陪考请假3天
家住小营的王女士此次全

程陪考，她说，临近高考的这几
天自己心里七上八下的，也吃
不下饭。王女士说，女儿这几天
身体健康状况不是很好，身体
有些过敏，牙疼，有口腔溃疡，
而且女儿自己压力也比较大。
说起这些王女士充满了担忧。

为了高考期间孩子可以
更好地休息，王女士专门在一
中考点附近定了宾馆，可能是
换了地方的原因，王女士说昨
天晚上女儿睡得并不好，自己
也几乎没睡着，所以今天在考
场外边心里不踏实。王女士
说，女儿曾经告诉她，如果考
不好，谁也对不起，正因为女
儿如此大的压力，才让王女士
更加担心。

同样感觉心理压力巨大
的还有尚女士，“本来今天早
晨定了6点的闹钟，可是4点多
就睡不着了，干脆起来给孩子
做饭。”尚女士告诉记者，“我
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感觉紧张，
倒是孩子状态不错，还说她考
试我紧张什么。”尚女士说她
还不算夸张的，她小区有个今
年高考的孩子家长，高考前两
三个月就开始早送晚接，中午
也要做好了饭送到孩子学校，

“这样的话太折腾了，我是做
不来啊！”

陪考家长孙先生特意请了
3天假过来陪女儿高考，“女儿
平时成绩不错，状态也挺好，我
来陪考也不觉得紧张，只是觉
得这是件很重要的事，自己一
定要参与。”

(见习记者 李丽娟)

一一位位家家长长在在考考场场外外等等候候孩孩子子，，由由于于太太热热太太累累，，趴趴在在电电动动车车上上睡睡着着了了。。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王王晓晓霜霜 摄摄

陪考还是不陪，这是
困扰不少父母的一个问
题。不陪考，觉得对不住孩
子、对孩子不够关心；陪
考，一些考生感觉增加了
不少压力。

41岁的马女士是一名环卫工人，
今年她第一次参加与高考相关的工
作——— 负责清理考点周围路段的垃
圾。

当她看到考生们纷纷走进考场
的那一刹那，她高兴的同时心里也产
生了内疚。马女士有一个儿子，今年
已经24岁。回忆起当年儿子上学时的

情景，她的眼里还是充满了期待。
马女士是惠民人，一直在博兴打

工谋生。当年为了供儿子读书，可谓
是费尽心思，“儿子在博兴上初中，当
时需要交借读费，一年五千，为了能
够上学，我真是花了钱。”

由于儿子学习不太好，还有点叛
逆，初中毕业后，再也不想去上学，

“我是个农民，不懂如何教育孩子，他
硬是不上学，我也拿他没办法，但从
心底里，我还是希望他能考上一所大
学。”

现在，马女士的儿子已经结婚生
子，“我没教育好孩子，心里感到惭
愧，希望他能将教育好他的孩子。”

(本报记者 刘涛)

一位母亲的心声 >>

“儿子没考上大学，我很惭愧”

步行170多里路去高考
今年79岁的徐爱华1958年参

加高考，当时为了参加高考，徐爱
华从博兴步行170多里鲁到惠民
县城。徐爱华告诉记者，1958年高
考的具体时间她已经记不清了，
但她记得，高考前一天，她和博兴
的十多个同伴晚上8点左右就开
始往惠民方向出发了，“当时是步
行，要走170多里地才能到惠民城
呢！”

第二天早上八点左右，他们到
了大桑落墅，“在那每人喝了一碗
粥，又继续出发了”，下午两点左
右，徐爱华和同伴才到了惠民县
城，“但当时听说试题泄露了，所以
不能按正常时间考试，只能再等
等。”这一等就是半个月。

与他们平时的生活条件相比，
这期间的生活条件可谓是“奢侈”
了。徐爱华告诉记者：“那个年代在

家居住条件一般，基本上都是吃粗
粮窝头饼，在惠民却可以住宾馆，
还能吃上细粮，嚼着惠民的咸菜都
非常香甜。”

同年，徐爱华考入山东师范学
院(今山东师范大学)，看到现在社
会对孩子的关注度，徐爱华非常感
慨，“那真是跋山涉水，谁敢奢想现
在孩子的待遇啊！”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整理)

那年在考场里睡着了
我是一名艺术文考生，参加高

考是在2005年的夏季。我们一直感
觉自己是幸运的，因为那一年的高
考是音乐专业学生数学成绩不用计
入总分的最后一年，也不需要考“3+
X+1”中的那个“1”。所以我们一直感
觉，自己是幸运的学生，学弟学妹们
被数学折磨得死去活来时，都在羡
慕我们的轻松。

我们高考那年的天气和今年
的差不多，考场很贴心地允许我们
带矿泉水进去。第一天下午考数
学，考场里除了音乐专业的学生，
还有美术专业和艺术管理专业的

学生，虽然数学不计入总分，但考
试还得进行。试卷上的数字如此熟
悉却陌生，方程式也有似曾相识的
感觉，我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把会做
的不会做的题目全部答满，用老师
的话说就是“不能空着试卷，不好
看”。

考场中没有空调只有风扇，窗
外是一片葱绿的植物，昆虫的鸣叫
声让教室更加幽静。风扇在头顶呼
呼旋转着，半个小时后，音乐专业
的学生们开始要求交卷离开，但监
考老师不允许，要求一个小时后才
可以出考场。

百无聊赖的我，在风扇吹出的
习习凉风中，居然不知不觉地睡过
去了！记忆中睡得正香时被人叫了
起来，抬头一看是一脸黑线的监考
老师，再看时间，已经睡了半个小
时，考场中音乐专业的学生已经全
部离场。

现在回想起当年在考场上睡
过去的事情，还是感觉很囧，也感
觉监考老师很善良，让我在考场中
呼呼大睡了半个小时，那一觉睡得
特别好。

(网友小未 口述 本报记者
张牟幸子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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