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独木桥变身名校独木桥

谁加剧了高考焦虑？
本报记者 杨凡 实习生 王爱玲 朱松梅 翟楠楠

一边是各地高考录取率已经达到八九

成，考生人数逐年下降，一边却是“为给高考

孩子一个安静的环境，把小区池塘里的青蛙

都毒死”、“为护考不让邻居深夜冲马桶”之

类的新闻频频出现……为什么大学越好考，

高考焦虑却越来越重？

7日，济南一考点外，考生家长刘先生的妻子
累得睡着了。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录取率提高了

却并不轻松

“平时堵20分钟感觉没什么
事，今天堵五分钟心里就难受得
发慌，怕耽误了孩子考试。”7日上
午，济南一中考点门口，刘先生虽
然提前一小时就陪同女儿赶到
了，还是急出了一头汗。

一场高考牵动社会神经。
女儿在济南一中考场里奋笔疾

书，坐在一中考点外的姜女士则算
起了女儿的“高考账本”：纯粹为了
高考的花销，怎么也得四五万元。

除了物质上的投入，姜女士
家几乎全体出动，除了丈夫出差
在外，姥爷和姜女士一起送孩子
到考点，她本人更是全程陪考，姥
姥则在家准备午饭。

姜女士清楚地记得自己高考
时的“轻松”：家长、兄姐没怎么关
心、没人陪考，更没什么营养品，
就说了句“好好考”，然后自己骑
着二八的大自行车去考试了。

而7日，在济南多个考点外，
与往年相同，均有大批家长送考
生到考点，考试散场时，陪考家长
和接考生的车辆把考点附近堵得
水泄不通。

梁女士告诉记者，当年含专科
在内，她所在的中学480人一共考上
了12个大学生；而姜女士女儿高考
的前一年，山东省高考录取率已经
达到87%。与此相呼应，高考报名人
数连续4年出现下降，2012年山东参
加夏季高考的人数已从顶峰年的70
多万人下降到49万余人。

“谁不想上好大学，

能不紧张吗？”

30多年来，考生人数减少，录
取率提高，上大学确实越来越容
易了，但并不意味着考大学越来
越轻松。

7日，从高考考点传来家长
护考心切引发的争议声音：“上
海某小区为了给高考孩子一个
安静的环境，把小区池塘里的
青蛙都毒死了”，“有家长为护
考不让邻居深夜冲马桶”，“北
京一社会车辆因嫌道路拥堵按
喇叭遭到陪考家长愤怒围攻”。
有网友发帖质疑，“现在的孩子
到底有多脆弱？”

让姜女士头疼的护考还来
自于另一种关切——— 亲朋好友的
慰问和祝福。“从考前两三天就开始
了，今天一上午，我接到的慰问电话
和短信得有二十多个。”在和记者聊
天的半个多小时里，姜女士手
中的电话也是多次响起来，不
停地接起又放下。

“虽然高考录取率增加了，
但一家就只有一个孩子，总想
让他考得好一点，谁不想上好
大学啊，家长能不紧张吗？”济
南一中考点考生家长刘先生的
观点，代表了很多家长的想法。
据了解，2 0 1 1年山东高考本专
科录取率达到 8 7 %，但本科录
取率仅为44%。

姜女士也表示，“嘴上跟孩子
说考多考少都行，但心里还是在
乎分数。”

“上好大学才有出路”

想法要改变

近年来，与录取率提高相对应
的一个尴尬现象是，全国各地录取
批次末端的高职院校“吃不饱”。
2012年，山东高考录取分数线虽降
低到空前的180分，仍有约4万个专
科(高职)二批招生计划缺额。

2012年，山东推行春季高考
和夏季高考两次高考模式，春季
高考主要为高职院校选拔生源，
重点面向中职学生，允许普通高
中生报名，但全省报名参加春季
高考的高中生仅有几千人。

“我不能像你一样在家务
农，能上本科还是上本科。”来
自济南市槐荫区美里湖街道办
事处的考生家长郑花(化名)学
着女儿的口吻说。

“考高中那年，我就跟她说，
你上个护校吧，将来就业也不错。
她不干，说还是蹲办公室的工作
好。”郑花说。

“无论高考录取率有多高，家
长总希望把孩子送到金字塔顶
尖，这种文化心理是古已有之
的。”山东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副主任刘志业分析。

刘志业认为，只要社会上“上
‘一本’才是好出路”的观念不变，高
考紧张气氛就不可能降温。除了探
索高考体制改革，筑牢“人才金字
塔”底部也是重要的解决办法。“也
就是高职院校提高质量，培养社会
欢迎的人才，让学生的经济回报和
心理期待对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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