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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杠子头】

“杠子头”是剪子巷开设
的评谈说理栏目，互动方式
有三种：注册微博齐鲁(http：
//tr.qlwb.com.cn)“杠子头”织
围脖；话题投稿：q lwb jzx@
163 .com；QQ群：107866225。

陪考路上撞了车

@侯家赋：7日，外甥参加高考。
本来学校有专车接送，可妹妹非要
驾车送他去考试。因为心急，和一辆
横穿马路的摩托车相撞，幸亏没出
现大事故，却给外甥的心理造成恐
慌，影响了孩子的情绪。妹妹也很后
悔当时开车去陪考。

陪不陪考，因人而异

@徐可顺：两年前孩子高考，孩
子在头天晚上准备好了笔、准考证
等考试用品。第二天早晨出家门前
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出门时，我忙问
了一句，“需要爸妈送吗？”孩子头也
不回地说，“不用了，就这几步路。”
看着孩子这样坚持，做父母的只好止
步。等孩子走远后，我们又悄悄追随
出来。开考半小时后，确定无事了，才
回家做饭。中午孩子回来说，这考试
就和往常上学一样，用不着陪。看着
孩子这样从容，心里特欣慰。当年孩
子被一所知名大学录取。今年有亲
戚的孩子明确说让爸妈陪着，孩子
有明确要求，家长能执意不陪吗？

最忌人为制造紧张气氛

@田华：我孩子中考时，考点在
洪楼小学，而当时住西外环附近，所
以带着他去看的考场，看完又在附
近找到一家招待所，订了两天中午
的钟点房，第一天全天陪考，到了第
二天下午送他进考场后，我就先回家
了，他考完试和同学一起坐公交车
回家。不管是高考还是中考，还是顺
其自然的好，最忌人为制造紧张气
氛。

孩子心态好，家长也轻松

@冯勇：我的孩子6月12日到14

日正好中考，考前商量着陪她去看
考场，结果人家自己和同学看了。寻
思着第一场陪她去，可孩子不答应，
说自己已经不是孩子了，完全有能
力应付。12日一早听到闹钟声她就
起床，洗漱完毕，吃完了早餐，稍微
休息了一会儿，背上书包自己骑着
自行车就考试去了。孩子回来后也
很轻松。吃完中午饭就休息去了，到
点又去考试了。孩子的心态挺好，我
也觉得很轻松。

孩孩子子中中高高考考
您您陪陪考考了了吗吗？？

学校最好出面引导组织

@刘丽：据了解，临近高考和中
考前3天学校就放假了，家长送考和
陪考在一定程度上是学校不管造
成的。建议学生在高考、中考时，由
学校统一组织送考、由班主任陪
考。这样既避免了众家长庞大的陪
考场面，也让学生的考试更有组织
纪律性，同时还不会给学生造成压
力、家长也放心。因此建立学生高
考、中考由学校负责制度很有必
要。

@王平昌：孩子赴考，家长陪
考，也是一道“中国式”的靓丽风景
线，其中不乏爷爷奶奶级的陪考人
员，他们临场陪护孙辈中考或高
考，与其说是陪同，不如说是祝福。
孩子赴考，家长是否陪考，家长也
纠结，毕竟是多年延续下来的“传
统”。建议学校发放倡议书，鼓励家
长没有特殊情况，不要陪同孩子中
考或高考，要相信孩子的能力，即
使出现突发事件，现场有交警、老
师，也能够得以圆满解决。

【程永鹏】

通过对来稿质量、数量统计,程
永鹏获得了本期“杠子头”称号 ,获
得杠子头津贴1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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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辩@王霞：之前看到“陪考大军”时，我曾
经嗤之以鼻。当我的孩子在去年高考时，我却陪
孩子参加了整个考试。有以下几个原因：万一孩
子忘带什么东西，家长可以立即伸出援手；道路
拥堵，安全状况不尽如人意；家长与其在家受煎
熬，还不如到考场外与其他家长唠嗑释放压力。

二辩@庄秋燕：家长陪考会增加孩子的心
理负担，这只是个别情况，很多孩子在家长陪同
下会更安心，因为一旦有什么意外，家长就是孩
子的主心骨。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与陪考间没
有什么先天的鸿沟。先征求孩子的意见，如果孩
子有这方面的要求，家长就尽量陪孩子。陪考主
要是防止意外。

三辩@李燕子：我曾经送考和陪考过，那天
一早出发去考场，虽多次检查准考证等，但到半
路孩子说忘了拿手表。考虑到孩子用着习惯了，
以及心理安慰，还是回家拿了。中考的考生还是
未成年人，需要帮助，何况又不是天天这样。关键
处还是少些波折为好。至于陪考，那是无奈。正式
考试就2小时，不够来回奔波的。中午的午饭、休息
安排，有家长在可以让孩子少操点心。这个时候，
孩子更能感受到父母亲情。

四辩@俞夏：家长陪考其实无可厚非。每个
家长都希望，在人生的关键点，能和孩子站在一
起，从生活上照顾，从心理上抚慰。中高考无疑
是一个重要关口，孩子面临的精神压力不言而
喻，有条件的家长选择守候在考场外，以便及时
帮助孩子。社会应予理解，不宜过度解读。

一辩@崔屹：中高考是学生在受教育阶段
必须经历的，是对学生掌握的知识和其自理能
力、综合素质的检验。不知从何时开始，中考高考
逐渐演变成了全社会的“考试”，家长陪考，警察
出动，一切为考试让路。如此兴师动众，只能说明
学生已无法应对原本正常不过的考试，说明当
今学生在自理能力方面存在缺陷。

二辩@宿长学：家长如果真心重视孩子的
学业，可以将功夫用在平时。在孩子中考、高考
时陪孩子去考试，无形中给孩子太多压力，这
也是对孩子能力的不信任。在这种特殊时间，
家长应当放手让孩子学会自立自强。家长最好
的“陪考”，就是教会孩子独自面对人生，做个
有担当的人。

三辩@冯勇：家长陪考无非是不放心来回
路上的安全，或是远路的孩子需要住宿，怕孩
子丢三落四忘了准考证等。可正是家长平时不
注重孩子行为习惯的培养，直接导致了孩子依
赖性强、丢三落四、遇到突发情况不知如何处
理，首先需要反思的是家长。凡是孩子考试过
于担心的，一般都是日常没让孩子养成好习惯
的家长。

四辩@吕允山：送考可防止赶考路上堵车、
小纠纷、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如孩子有丢三落
四的习惯，也能以防万一。但我坚决反对陪考，夏
日炎炎家长在外，徒增孩子的心理压力。家长不
如举重若轻，给自己减压，从而最大限度地给孩
子减压，有助于孩子放松心态积极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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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济南市中考刚刚过去，考生和家长不禁松了一口气。不知从何时开始，
中考、高考考点外渐渐出现了“陪考大军”，他们在考点外等待的身影，不禁让人发出

“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感慨。送考生到考点可以减少赴考途中的麻烦，但诸多陪考人
员在考点外守候，却会影响考点周边的环境，增加考试紧张氛围，无形中给考生增加
了一些心理压力。遇到这种重大考试，孩子赴考，家长到底要不要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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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从省实验中学中考考点看去，家长陪考大军很是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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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考可尽量避免意外 过分关注会“传染”紧张

陪不陪考，先问问孩子

@王阳：家长无论去不去陪考，
都是为孩子考虑。但为了孩子好不
等于真的对孩子有好处。家长应该
先搞清楚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什么
算“好”。根据孩子的个人需要决定
是否陪考。如果不问孩子，擅作决
定，那么家长倾尽全力的帮助将很
有可能变成令人尴尬的一厢情愿，
无益于孩子的考试。每个孩子的情
况不一样，需求也不同，只能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让孩子单独去考试也
是对他们的历练。

中高考降温，陪考才会少

@程永鹏：家长陪考，既是风
气，也有家长自己的考虑。原则上，
还是希望孩子能够敢于跟家长说

“不”，这样既减轻了父母的心理负
担，也能给自己一个证明的机会。其
实解决陪考问题，不光是家长的责
任，也是学校、社会共同面临的难
题。一方面，各相关组织要围绕交
通、饮食、休息等环节为考生做好保
障工作，让每一个家长可以放心；另
一方面，国家要从教育层面和观念革
新上做文章，平衡教育资源，改革教
育体制。想方设法让中、高考降温，让
区域间的教育资源相对均衡，让考学
不再是衡量成绩的唯一标准，这才是
解决问题的根本。不然，只会有越来
越多的家长加入到陪考大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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