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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高考军”更独立了
不少父母想要陪考还得“偷着”跟来

本报 6 月 7 日讯 (记者

秦国玲) 7 日，潍坊 6 万多

名考生走进高考考场。记者采

访中了解到，当下 90 后已然

成为高考大军中的主流，面对

高考，他们普遍表现出更为独

立自信的态度。一些考生家长
告诉记者，考试前孩子一再拒
绝父母陪考，他们只好“偷偷”

去考场外等着。

7 日上午，记者来到潍坊

一中考点。今年高考，“壮行”

的家长们少了一些，潍坊行知

学校、潍坊七中都用校车接送

学生。考生王璇告诉记者，和

父母送考比起来，自己更喜欢

和同学们一起乘班车到考点。

和同学们一起，更觉得轻松。

而记者在潍坊七中考点看到，

除了学校的班车，很多离家近

的考生都是自己骑车或者坐

公交到考点。

在潍坊一中考场外，市民

王先生告诉记者，他早上准备

送考，可儿子说什么也不让。

孩子高考这段时间，做父亲的

他一直挺紧张，孩子看起来反

倒更轻松。看着儿子跟同学一

起出门后，他放心不下，只

好“偷着”跟在后面去了考

点，目送儿子进了考场。考

生家长张国伟告诉记者，他

现在也“看开了”，没有必

要搞得太紧张，现在的孩子

见识广，心眼多，其实压力很

多都来自大人。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不

少家长都是瞒着孩子在考场
外等候。市民王女士说，家长
怎么可能不担心啊，不在这里

等着，心里也是惦记着。刘爱

军的孩子是坐校车来考试的，

但他总觉得孩子参加高考，不

是很简单的事，所以还是偷偷

跟来了，反倒是孩子更坦然。

教育专家表示， 90 后已
经成为高考的主力军，这一
代人显得更加自信自强，在

高考这件事情的态度上就可

以看出来。其实，高考没什

么大不了，孩子们怀着平常
心去应对，并不代表他们不

行，相反，这正是孩子们成
熟的表现。所以，家长门也
应该怀着一颗平常心去看待
高考。

尽管孩子要求不陪考，可“不听话”的父母还是来了不少。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

“今天只拉高考生”

和谐车队一天接送 200多考生

本报 6 月 7 日讯(记者 郑雷) 高考

的三天，来自奎文出租车公司和谐车队的
30 辆出租车，为考生提供免费的接送服

务。7 日，记者跟随和谐车队队长朱希升接

送了一上午考生，发现这些出租车成为了

部分考生的“及时雨”。当天，30 辆出租车
一共接送了 200 多名考生。

7 日早上 7 点 30 分，记者在北宫街和

新华路交叉口坐上了朱希升的伊兰特出租

车，此时，朱希升已经在高新开发区开车转

悠了半个多小时，寻找有没有考生要打车
去考场。

记者坐上车后，朱希升开车慢速驶入

了福寿东街，开始向西行驶。每当看到路边

站着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要打车，朱希升便

摇下车玻璃，问一句，是高考的学生要去考

场吗？得到否定的回答后，朱希升便很抱歉
的向窗外说一句，不好意思，今天我只拉去

高考的学生。

朱希升告诉记者，打车的高考生手里，

一般都拿着一个透明文件袋，里面有考试用

具。如何识别高考生，朱希升很有经验了，因
为今年是他连续第 7 年为潍坊高考生提供

免费的接送服务了。

7 点 55 分，出租车行驶到潍州路与北宫

街交叉路口以北，同心园小区门口站着一对

正在焦急打车的母女，女孩手里正拿着一个

透明的文件袋。朱希升透过车窗确认女孩是

要去考场后，在路边停下车，母女俩上了车。

母亲马卫英告诉记者，早上正准备开

车送女儿去潍坊中学考场，突然发现一个

车胎没气了。一家三口这才领着女儿匆忙

跑出来打的。上了朱希升的车，母女俩提着

的心才算是放了下来。10 分钟后，出租车

顺利到达了潍坊中学的路口，下车时，马卫
英还一个劲地说女儿真是太幸运了。

送下母女俩后，朱希升又开车上路，寻

找下一个需要打车的考生。记者了解到，7

日当天，和谐车队 30 辆出租车一共接送了

200 多名考生，成了部分考生的“及时雨”。

“不能这样问，最好不问”

考生家长减压有套“心理经”

“你这样问不对，不问最

好，考生最烦这个了。”7 日上

午语文一散场，走出校门的学

生被现场记者和家长们团团

围住，不少记者现场发问时，

惹来家长的“建议”，而记者采

访发现，为求不惹孩子烦躁，

越来越多的家长陪考都有自

己一套心理战略。

7 日上午一散场，现场记

者们和家长们都围成一团。第

一个走出考场的男生被现场

记者拦住，“你考的怎么样？题

目难吗？有多少把握？”三个问

题瞬间把考生问懵。考生还没

有来得及回答就摆手闪人了，

旁边的一位女性家长就说了，

“你不能这样问，这样问不

对。”

这位家长姓殷，她告诉

记者，孩子班主任说了，高

考期间，最忌讳问孩子考的

怎么样，这个时期最敏感

了，应该尽量不开口问考试

情况，让孩子轻松上场。同

样来接考生的家长李宏国

说，这个时间，尽量让孩子

安心考试，不要问考试内

容，希望媒体给他们一个安

静的环境，这样就是最好的

帮助孩子的方式。

本报记者 秦国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