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高考考学学生生和和家家长长进进入入减减压压阶阶段段
有学校取消了高考倒计时，有学校成立“减压导师团”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于冰) 现在距离高考

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记者从烟
台各个高中了解到，目前各个高中
高考生都开始进入了减压阶段，有
的学校悄悄擦掉了教室后面的高
考倒计时，有的学校专门成立了

“减压导师团”为学生减压。
目前，各个高中的二模考试基

本结束，马上就要开始最后一次适
应性考试。“这个阶段，越是临近高
考，学生们的心理压力就越大，无
论成绩优秀的还是成绩一般的，毕
竟高考对他们来说是读书12年来
的检验，特别是周围环境还给它赋
予了太多期待。”烟台一中心理咨
询教师郭香惠告诉记者。

“这个阶段，班主任要天天靠
上去，没事的时候也会去教室转
转，跟学生们聊聊天。”烟台二中一
位高三班主任告诉记者，在课程方
面，以回归基础知识为主，帮助学
生建立信心。针对不同类型的学
生，老师们有着不同的减压措施，
成绩较好的学生侧重于放松，偏科
的学生侧重于补救，成绩不太理想
的学生侧重于树立信心。

“不少家长现在比孩子还着
急，家长也需要减压。”烟台一中心
理咨询教师郭香惠说，“最近不光
是学生来心理疏导，也有很多家长
来找我，特别是一些“踩线生”的家
长特别焦虑，说孩子发挥好了就上
去了，一紧张就下去了。还老是怀
疑自己哪里都没有复习好，其实这
是正常的，高考不结束，永远复习
不完，高考不是考查记住了多少知
识，而是考查学生解决问题的方
法，因此家长不要焦虑，避免家长
情绪的起伏带来孩子情绪的波动，
孩子的紧张，冷处理即可。”

“心理问题对考试发挥影响很
大。”郭香惠说，有的学生在考前因
感觉成绩进步不明显，非常焦虑，
导致模拟考试成绩直线下滑，为此
学校专门成立了《备战高考》报，还
专门成立了高考解压导师团，由校
长带队，利用一天时间走进班级，
为学生们减压。

除此之外，一些高三班级的黑板
上也取消倒计时，避免增加学生压
力。“淡化高考，尽量让学生平常心对
待。”牟平一中一位高三老师说，学校
已经多年不设立高考倒计时了。

牟平一中举行“我爱记单词”大赛

为提高同学们的英语综合素质，近日，牟平一中高
一英语组组织了第一季主题为“我爱记单词”的英语单
词拼写竞赛活动。

活动搭设出一个崭新的学习平台，营造出浓郁的英
语学习氛围，比赛结果喜人，有多名同学获奖。更重要的
是，通过比赛，学生的知识面进一步拓宽，学习兴趣充分
得以激发，在培养学生英语学习能力的同时，极大丰富
了校园生活。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于建乐

烟台汽车工程职院
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宣传活动

日前，烟台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多形式开展职业教育
活动周宣传活动。

结合省教育厅的通知要求，结合学院实际，本着务
实、高效的原则，学院组织各系开展“中国梦，技能美”

“工学结合，德技并修”“守匠心，做匠人”主题征文比赛
或演讲比赛；向社会开放实训室；邀请各界能工巧匠进
校与学生座谈交流；以往大赛获奖指导老师和学生经验
分享及大赛获奖作品展示；展示学院及系部文化育人成
果；知名校友进校与学生互动交流创业就业体会等形
式。活动周期间，宣传部将在内、外网开辟专栏，编发各
系活动动态报道，同时择机组织媒体对学院大赛优秀指
导老师和获奖选手进行采访报道；通过校园广播，悬挂
条幅，LED大屏营造技能立身的良好舆论氛围。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刘宗俊

芝罘区新海阳小学
开展“劳动最光荣”综合实践活动

近日，新海阳小学开展了“劳动最光荣”主题综合实
践活动。号召全体学生在家长的陪同下做家务、搞调查、
走上街头、走进社区，清除垃圾、保护环境，奉献自己的
爱心，体验劳动者的辛苦，感受劳动的快乐。

孩子们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家中、在社区里做力
所能及的事。他们用实际行动，亲身体验着“劳动最光
荣”。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孙典

福山区西关小学
扎实推进“周周公开课”活动

为了进一步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营造良好的教育
教学氛围，西关小学积极开展“周周公开课”活动。

为了保证“周周公开课”活动的实效性，学校教务处
统一安排听课顺序、听课时间。在活动中，每位教师精心
备课，充分运用多种教学手段，将新课程理念渗透到教
学环节中。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邹彩娜 于纬华

高高考考前前最最后后一一套套卷卷查查漏漏补补缺缺赢赢高高考考
2017《名校名师名卷》直击考点难点，精准“预测”，助力高考最后冲刺

本报5月11日讯(记者 李楠
楠) 高考冲刺最后时候，你需要
最后一套优质试卷，巩固梳理、查
漏补缺，提振信心！2017年《名校名
师名卷》精准预测，助力高考冲
刺。

齐鲁晚报联合23省区主流媒
体与24所名校120位名师首次跨界
合作，服务高考最后冲刺时刻！据
统计，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与2016年全国卷真题试题具有很
高的相似度。例如，语文科目押中
全国Ⅱ卷“名篇名句默写”三篇文
章，2016全国Ⅱ卷真题默写《蜀道
难》《阿旁宫赋》《孟子·鱼我所欲
也》，在2016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试题中全部出现。2016年高考《名
校名师名卷》英语科目，与全国Ⅰ
卷相似考察点很多，其中最受关
注的是，英语作文中，2016高考真
题和名卷出现高度相似题材，一
个是写应聘申请，另一个是应聘

申请请别人修改，这一考题有25
分。

2 0 1 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
卷》与全国Ⅰ卷文科数学相似题
型总计111分，相似度高达74%。
全国Ⅱ卷文科数学中的真题，有
1 2 3分题在2 0 1 6年高考《名校名
师名卷》中可以找到相似题或同
考点题，相似度达82%，其中选择
题中的集合、椭圆的离心率、三
角函数图像同考点的试题出现
高度形似题。全国卷数学理科试
题Ⅰ卷有97分，Ⅱ卷有89分试题
与2016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中试题相似，相似度分别达到
64%和59%。

2017年《名校名师名卷》出题
学校都是中国顶尖学校，出题老
师更是这些学校中的顶级名师，
他们对高考试卷的研究也是顶尖
水 平 ，做 这 套 卷 会 有 很 多 收
获——— 如果会做,不仅是巩固梳理,
而且可提振信心，帮助考生高考
时超常发挥；如果不会做，查缺补
漏，帮助考生攻克疑难问题赢取
高考。可以说，2017年《名校名师名
卷》是拔高卷、提分卷。

“这份高考模拟卷，是不是
只适合考名校、学习好的考生
用？我家孩子学习成绩不算最好

的 ,这份考卷适用吗？”在订阅过
程中，不少家长担心考卷题目太
难或者太容易，不适合自家孩
子。据了解，2017年《名校名师名
卷》是仿真模拟，贴近高考，按照
最新考纲编写，以“通用+实用”
为特点，关键是让考生吃透题目
和大纲精神。无论是成绩优异还
是成绩普通的考生，都能从考卷
中收获颇丰。

48套试题组成
全国24省(区)同步接受预订

2017年高考《名校名师名卷》
全国24省区预订启动，齐鲁晚报
是山东省独家代理。《名校名师名
卷》文科和理科每套4科4册，售价
198元，省内省外邮费均为10元，需
要邮寄共付208元。

《名校名师名卷》咨询预订电
话：6 6 1 0 1 2 3 (上班时间拨打 )、
15063815716李老师。

现场预订地址：烟台市环山
路3号润利大厦316室齐鲁晚报烟
台教育工作室。

微信转账：微信号与手机号
同步，15063815716操作步骤：微信
添加好友，留言:家长姓名+预订试
卷(文/理)，直接转账对方。

葛校园播报

高考考得好还要报得好。2017年高考改革有哪些新动态，高校招生有哪些新政策？2017年各高
校招生计划、招生政策有何变化？为帮助考生了解最新资讯，本报启动高考志愿报考答疑解惑平
台，替您咨询全国各大高校的招生情况。

考生和家长可以对心仪的大学、专业进行一对一的了解，更具有针对性。高校各专业学的都
是什么，往年多少分能够录取，2017年热点高校的招生计划是多少，专业都有哪几个，又有啥新举
措？本报记者将联系国内的热点、重点高校，对家长、考生集中的问题做集中解答，为您顺利考上
大学助一臂之力。

参与方式：

齐鲁晚报2017年高考QQ群：464774658；
短信平台：15063815716。
齐鲁晚报高考报考指南微信公众号：

1、自我“降压”
许多家长都是闯过大江

大浪的，曾经久经考“沙场”
而不败。但在孩子面临高考
的时候，却比孩子本人还紧
张，有的甚至已经开始觉都
睡不踏实了，饭也吃不香了。
真要急出个好歹来，不但自
个儿受罪，孩子也跟着分心，
反倒影响了孩子备考。如果
其他方面都帮不了孩子，那
么就用良好的心态来影响孩
子吧。即便自己控制不住紧
张，起码也要做到内紧外松，
不要搞得孩子神经兮兮的。

2、关注状态
做家长的需要密切关注

孩子的状态，而且要透过现
象看本质。表面上的漫不经
心，并不等于心里不紧张。热
情的忽高忽低，劲头的忽大

忽小，情绪的起伏和变化都
应该引起注意，并有针对性
地加以引导。既不可风声鹤
唳、草木皆兵，也不能掉以轻
心、不闻不问。

3、树立信心
任何考试，都需要考生

有一个必胜的信心。有进步
的孩子，要鼓励他们继续努
力；偶有失误的孩子，鼓励他
们找到失误的原因和避免再
失误的方法。

4、宽容理解
面临高考有的孩子情绪

上容易冲动，当家长的需要
包容和理解，不要太过计较。
即便是非说不可的话，也要
注意方式方法。如果不是那
么着急的事儿，等过了6月那
几天再说也不迟。

5、具体帮助

别只是抱怨孩子不细
心，而是要告诉孩子怎样才
能做到不看错题、不抄错数。
别只是告诉孩子别紧张，而
是帮助孩子通过听听音乐、
适度运动来调整情绪。

6、适度目标
谁都想进名校、读个好

专业，但要考虑孩子的实际
情况，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不要提过高的目标，也别用
自己的想法代替孩子的想
法。当然，也不能过于保守。

7、听取建议
孩子在家的时间毕竟有

限，要经常和老师联络和沟
通，听取老师的意见和建议。
相对而言，老师比我们也更
有经验。听听他们的话儿没
坏处。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高考志愿报考答疑解惑平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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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给家长7个备考“锦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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