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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D
高考，曾经被称作

“高烤”。那时，在某种
意义上，高考，是考生、
家长，甚至是全社会的
一次“成人礼”。

如今，随着社会环
境及人们观念的改变，
高考不再是成才的独
木桥，而考生们的心态
也完成了从战战兢兢
到气定神闲的转变。

关注度小了，考生心态更放松

考场里满是一张张笑脸
文/本报记者 韩杰杰 片/本报记者 吴凡 孙国祥

“

这就是一次
普通的考试

7日早8点，潍坊的上
空还挂着大团的云朵。气
温有些下降，小风微微吹
着，一些市民收到的天气
预报还显示可能会有雷阵
雨。

在潍坊七中考点外，
几位家长聚在一起讨论下
雨的可能性。

然而无论下雨、降温
与否，今年的高考都显得
比以往更平静，“热度”降
档。

一些信号渐渐在向人
们昭示，如今的高考，不是

“高烤”，而是透着凉意。
这些信号表现在考生

轻松的笑脸上，表现在陪
考大军的大幅缩水上，表
现在高考房的降温上。

考前一小时，一位考
生正跟同伴讨论班花、校
花的问题。另一角，一位艺
术考生旁若无人地抽起了
烟。一位考生拿着香蕉进
考场被拒后，在场外悠闲
地吃完了整根香蕉才步入
考场。而拿着一本书还在
聚精会神啃着的，已是绝
对少数。考生少了很多焦
虑，而马虎考生更是鲜见。
在潍坊七中的首场考试
中，考生都顺利进入了考
场。

9点一过，考点外的家
长三三两两离开，整条大
街顿时冷清很多。陪考的
家长零零散散有几十位。

在几天前，市区多家
平价宾馆还敞开大门迎接
高考生的入住，然而大大
低于预期。即使是潍坊中
学附近的吉祥大酒店客房
部、怡和居商务宾馆、百怡
商务宾馆，在其工作人员
看来，高考房也没有变得
更火热。

种种小迹象，消弭着
高考即高烤的传统印象。

中午11时40分，考生
孙鹏走出七中考场，一个
人骑着自行车准备回家吃
饭。

“极力‘抗议’，家人才
没来陪考。”他说，高考，是
他一个人的事情，跟家人
有什么关系？

对今天上午的语文考
卷，他感觉比较有把握，

“不难”。“像在学校考了一
次试，不同的是考生都不
认识。”

言笑晏晏的孙鹏不见
一丝紧张。

“ 紧 张 一 点 用 都 没
用。”他说，除了让你更紧
张。考学他并不担心，担心
的是能不能上个好大学。

高考他也不反感，反感的
是社会营造的高考紧张氛
围。“一条条红色条幅写着
祝考生金榜题名，我看着
就紧张。”

这种非正常压力因被
越来越多的家长“诟病”，
如今也得到很大程度的净
化。

39岁的阿孜古丽是新
疆维吾尔族人，她女儿10

岁被潍坊艺校作为特招生
招进来后，她在潍坊已呆
了第六个年头了。

“本身孩子不紧张，这
个催，那个催，这个吓，那
个吓，很容易就将压力转
移到孩子身上。”阿孜古丽
说，虽然她对孩子基本是
鼓励为主，但是孩子从其
他地方吸收的一些负面信
息，很容易将高考特殊化，
从而产生压力。一次，女儿
对她抱怨说：“我们是恐怖
分子吗？这个管，那个压。”

而如今，她感觉，社会
对高考炒作的少了，舆论
也平静了，这是个好苗头。

关注度小了
考生没负担

“ 我 咋 比 孩 子 更 紧
张？”一位家长皱起眉头思
索。

高考临近，潍坊中小
学生成长导航站、国家二
级心理咨询师孙玉国接待
的咨询者也多了起来。

家长跟学生的咨询比
例高达9:1。这多少出乎意
料。

在孙玉国看来，家长
比考生更焦虑。

他说，在父辈那一代，
高考是选拔人才的独木
桥，迈过这个桥，人生就会
发生质的变化。如今高考
已不像以前，父辈们却没
走过去的印象。而现在的
孩子对高考的重要性不如
父辈体会的深切，也就造
成了家长产生难以沟通，
进而焦虑、烦躁的心理。

不过，这几年，一个慢
慢的变化就是，咨询者也
在反思：高考能给孩子带
来什么？现在大学毕业生
找不到工作也不少。家长
希望的无非是孩子健康、
快乐，能养活自己，还能图
什么？

这种反思，反映出家
长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在
慢慢转变。

面对高考，考生越来
越平静。这种变化，潍坊行
知学校语文教师王汝生也
渐渐感觉到了。

王汝生干了20多年教
师 ,也干了20多年班主任。

虽然学校不同，但是高考
前的孩子们的点滴变化他
却看在眼里。

今年是他在行知学校
的第四个年头，他个人感
觉到，高考所加在考生身
上的压力是递减的，考生
心态是越来越好的。同样
感觉到这种变化的还有高
中心理辅导老师王瑞华。

这种变化，跟学校有
关，也跟家长有关。

王汝生说，以前学校
对学生的心理问题关注是
比较少的，如今各大学校
都配备了心理辅导老师，
将工作都做在了平时，学
生的压力在日常生活中就
被稀释掉了，到了高考也
就能从容面对。作为学校，
不再只是一个教书育人的
地方，也致力于成为学生
得以减压的地方。

为学生减压，措施之
一就是加强与家长的沟
通。其实，更多考生的压
力，是来自家长和周围的
环境，而非高考本身。

“拿陪考来说，有的家
长觉得是好事，但是在很
多同学看来，却是压力的
来源。”王汝生说，陪考，特
殊化了这次考试，易于给
孩子们压力。这一次高考，
学校跟家长沟通，不建议
家长们进行陪考，并包了
16辆大客，接送孩子进考
场。这次学校900多考生高
考，700多学生统一由学校
送接，也就没有了家长陪
考这种问题的存在。这对
学生缓压是很有好处的，

家长也很赞同。
这种做法，也得到了

一些调查机构的佐证。
中国教育在线日前发

布《2012年高招调查报告》
显示，受调查者在“对于父
母的关心”中，36 . 36%的学
生 认 为 是 前 进 的 动 力 ，
31 . 17%的学生觉得父母把
高考这件事看得过于严
重，18 . 18%的学生认为父
母不该干涉自己，14 . 29%

的人甚至觉得父母的关心
是负担。超过半数受访者
对于备考期间父母的关心

持较为消极的看法，可见
家庭因素对考生的心理有
影响。考生与父母间的沟
通交流和理解体谅是高考
心理调适的重要内容，家
长应尽可能站在学生的角
度理解学生的感受，倾听
学生的倾诉，别让家长的
关心成为孩子的负担。

不读大学
也照样成才

调查显示，近4年全国
高考人数下降140万，高考
中“三放弃”，即放弃报名
或考试、放弃志愿填报、放
弃报到现象应不算罕见。

2008年，全国高考报
名人数达到创纪录的1050

万人，此后就开始逐年减
少，1020万、946万、933万，
再到今年的 9 0 0万。截至
2012年5月，在已公布2011

年高招录取数据的23个地
区中，录取率为78 . 7%，
远高于计划的全国录取率
72 . 3%。

各大高校录取政策的
宽松，一定程度上也缓解
了学生的紧张。有的人戏
称，随着高招录取率持续
攀升，“考”大学将慢慢
成为历史。

昔日众人挤独木桥，
今日为何会锐减？除了适
龄人数这个主要原因外，
社会提供的多元化选择也
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如技
校，如出国。

如今，越来越多的高
中毕业生选择出国。距
2012年高考还有半年的时
候，潍坊一中的10名学生

便已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
取通知书。据不完全统计，
潍坊每年有大约千人出国
留学，很大一部分就是高中
毕业后放弃高考选择出国。

这一趋势是全国性
的。据有关调查，近年来我
国出国留学人数保持高速
增长，而且低龄化趋势明
显，成为分流高校生源的
一个新力量。从2008年起，
出国留学人数连续4年保
持了20%以上的增长速度，
2011年达到34万的历史记
录。这34万人中，近一半是
出国读本科。而据预测，近
年，出国留学还将保持较
高的增长，本科生将逐渐
占到留学人数的60%以上。

此外，技校的增多，
就业渠道的畅通，都给考
生打了一剂安定针。近年
来，有关大学生就业形势
严峻的报道见诸报端，以
前那种“进了大学门，就
是公家人”的就业局势已
经完全被打破，使得许多
父母冷静思考高考对孩子
将来是否真正有益。许多
用人单位选择有一技之长
的专科生作为企业的后备
人才，与高校毕业生“就
业难”形成鲜明对照，这
为职业教育赢得不少“印
象分”。还有一部分人选
择参军，在部队接受锻
炼。

业内人士称，随着社
会环境的变化，“一考定
终身”和“高考决定命
运”的观念正在淡化，关
于成才的价值观变得更加
多元化，成才的途径越来
越多，这也使得人们能更
加理性地对待高考。

高高三三1144班班班班主主任任吴吴宝宝增增和和同同学学们们在在一一起起。。

一一名名走走出出考考场场的的考考生生向向记记者者的的镜镜头头做做了了个个飞飞吻吻的的手手势势。。

77日日上上午午，，咋咋潍潍坊坊中中学学考考点点，，考考生生们们微微笑笑迎迎考考，，轻轻松松上上阵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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