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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考遭拒就偷偷跟踪
孩子高考想独立，很多家长却不放心

本报聊城 6 月 7 日讯 (记者
李璇) 高考首日，考场外出现

很多“盯梢”的家长。原因是家长
想送考，遭到强烈反对，无奈之
下只好假装不送，等孩子走后偷
偷跟着。

“孩子不让送，非要自己骑
车来，我不放心，偷偷跟着来的，
他没看见。”7 日上午 8 点半，在
外国语中学考点外，不少“跟踪”
而来的家长正目送自家孩子进
入考点。

“我孩子晕车，不愿坐学校
的汽车，我要送她，她非要自己
骑车来，好说歹说才答应让她妈
妈送，就是不让我跟着。”一位考
生的父亲说，他考虑到 7 日考场
附近路段车多人多，实在不放
心，只好骑着自行车偷偷跟在妻
子的电动车后边，直到看着孩子
进了考场才放心。“我家住在
北顺小学附近，要是孩子在聊
城三中考，就让她自己走着去
了，外国语中学这个考点有点

远，不送送实在不放心。”
“话是这么说，孩子就是

在家门口考试，做家长的也得
送送，万一忘了什么东西，我
们也好赶紧回家拿。”另一位
考生家长说，他家距离该考点
不远，他儿子也不让家长送，
非要自己骑电动车来。可能孩
子感觉自己长大了，一个大小
伙子再让家长送考，让同学看
见不好意思。可这么重要的考
试，他在家里也坐不住，只好

在孩子出了家门后，偷偷跟了
来。

直到上午 9 点开考后，考
点外仍有不少家长没有离开。
家长们表示，虽然孩子不让送
考，但他们也没有心思上班，
有的直接请了 3 天假，准备一
直在校外陪考。“我们也考虑
到孩子的自尊心，孩子不让送，
我们就偷偷跟着，不让他们看
见。哪怕只在考点外看着，也比
在家里坐着安心。”

探考

7 日，在聊城三中考点，一位家长用手机给孩子拍照鼓劲。 本报记者 邹俊美 摄

家长比孩子还紧张

手机一响吓了一哆嗦

本报聊城 6 月 7 日讯(记者 李
璇 ) 7 日上午，在外国语中学考点
外，不少家长看着自家孩子进了考
点，仍神情紧张等在外边。有的家长
听到手机响，甚至吓了一哆嗦。

“孩子还不紧张呢，我怎么这么
紧张？”一位家长一边用手在胸口顺
气，一边深呼吸。这位家长说，她女儿
在聊城三中上学，几次模拟考试都是
班里的前几名，考前孩子一直很轻
松，她却比孩子还紧张。

“ 喂 ！是 不 是 忘 了 带 什 么 东
西？……啊，你打错了！”另一位家长
有些手忙脚乱地挂断电话，把手机紧
紧握在手里。该家长说，刚才手机一
响把他吓了一哆嗦，还以为是孩子忘
带什么证件，没想到是打错电话了。

“昨天晚上，孩子自己收拾的东
西，我本来想帮他检查一下有没有落
下东西，可他不让管。”这位家长说，他
看着孩子进了考点，但也没敢离开，准
备等开考后再走，万一孩子落下了东
西，也好赶紧回去取。

温馨提示>>

家长最好别问
“考得咋样”

本报聊城 6 月 7 日讯(记者 焦
守广) 7 日，在聊城二中考点，考生
刚走出考场便被家长围住，追问考得
如何，不少考生对此很是反感。

市民杜先生和妻子整整一个下
午都没回家，在二中门口等儿子考
试。下午 5 点整，数学考试结束，考生
纷纷走出考场。“都做上来了吗？”杜
先生的儿子小宇刚走出校门，他便迫
不及待地走上前去追问，结果小宇只
回了句“还行”，便再也不说话。小宇
告诉记者，平时他的数学成绩不太
好，压力很大，希望家长不要问考得
如何。

与杜先生不同的是，市民魏女士
见到女儿小琪出现，高兴地挥了挥
手。等小琪跑到面前，魏女士并没有
问女儿考得咋样，尽量想让女儿从上
场考试脱离出来，准备明天的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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