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6 月 8 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怀磊 组版：边珂

C06

考场外，听家长拉拉那些陪考的事儿
高考期间，几乎每个考场外都有那么一道特殊的风景线——— 守候的陪考家长。每个陪考家长的背后，都有着他们自己己的陪考故事。每一名陪考家长，都用自己的方式陪伴着考生经历人生这一关键的节点。

“一人考试，全家上阵；考孩子等于考全家。”是当今高考的部分写照，每年这个时候，与考生或自信或忐忑的心情相相呼应的，是家长们殷殷的期盼或隐隐的焦灼。高考首日，本报记者兵分多路奔赴全市多个考场，捕捉
考场外那些动人的陪考故事。

提前半月住旅馆
考点：莘县实验高中
陪考人物：考生母亲
记者：谢晓丽

“担心宿舍热，我和孩子在宾
馆住了快半个月了。”7 日，莘县实
验高中的一位考生家长告诉记者，
孩子学习成绩优异，在关键时刻更
不能掉链子，只要能考上理想大
学，一切都值得。

“我们夫妻俩文化程度都不
高，在农村做点小生意，希望孩子
能考上大学，有前途。”前些天，郭
女士和丈夫到学校看望孩子，闲谈
时孩子说，最近宿舍有点热，还有
蚊子，让她再来时带个蚊帐。

“我一听很着急，深怕有一点
小事影响到她学习。”郭女士说，她
和丈夫考虑，这些年，女儿都是自
己一个人住校上学，就剩最后两周
了，她决定来县城陪考。“刚开始
时，准备租间房子，但找了好几家，
都嫌租期太短不愿租。”郭女士说，
最后她和丈夫在离学校不远处找
了家宾馆，她每天早晨送孩子上
学，中午接回来，下午再送回去，一
直到晚上再回宾馆。

“相对于高考来说，这些钱都
是小钱。”郭女士说，有的家长
一陪就是三年，那花的钱更多，
但花在孩子身上的钱，都不会太
在乎。

弟弟住哥哥家迎考
考点：聊城二中
陪考人物：考生哥哥
记者：凌文秀

“高考后，你就是个真正的男
子汉，要学会承担，哪怕没考上也
是你自己的责任，不能在爸妈面前
哭鼻子。”6 日，在开发区工作的

“ 85 后”小白请高考的“ 90 后”弟
弟吃饭，并让弟弟喝了人生的第一
口白酒。

小白弟弟在聊城二中上的高
中，考点也是聊城二中。“考前
一个月左右，我让弟弟住到了我
租的房子里。”小白说，他弟弟
搬来后，他每天晚上玩游戏、上
网都戴着耳机，连出门倒水喝都
蹑手蹑脚。

“上周末爸妈来到聊城，说要
找个宾馆陪考，我和弟弟把爸妈劝
回了家。”小白便接下了照顾弟弟
考试的任务。

骑摩托 40 里送孩子入场
考点：聊城一中
陪考人物：考生父亲
记者：任洪忠

7 日早晨不到 7 点，东昌府区
朱老庄镇全营村的陈先生已经赶
在去考场路上，他骑摩托驮着参加
今年高考的孩子小陈赶了 40 里路
去考场。

“孩子高一、高二住校，高三在
外面租的房子，临考前一天把全部
物品搬回了家。”陈先生淡淡地说，
不愿意在学校住，就得来回跑，孩子
都高考了，一定不能影响他心情。

陈先生家在朱老庄镇全营村，
距离孩子小陈考场聊城一中有四
十里路，为了能及时赶到考场，他
凌晨四五点就已经起床，张罗着做
些好吃的。“孩子吃饭不能太油腻、
也不能太辣和太凉，否则吃坏了肚
子，影响到考试可就麻烦大了。”陈
先生说，做好饭，孩子也起来了，饭
后不到七点就得出发，因为还有四
五十分钟的路程。

“早晨送他来考场，中午在城
区吃饭，临时找宾馆供他休息，下
午考完再骑摩托回家。”陈先生说，
争取给他提供一个他想要的考试
环境，家长也不觉得辛苦了。

陪读六年花费 23 万
考点：聊城一中
陪考人物：考生祖母
记者：张召旭

今年 59 岁的陈女士说，为了
照顾孙子的饮食起居，她和老伴儿
在一中附近租了套房子，至今已经
6 年了，期间为孙子花去的总费用
差不多有 23 万元。

“我们家是冠县的，6 年前孙
子考上了文轩中学，当时他才 12
岁。”陈女士说，儿子和儿媳妇上班
都比较忙，照顾孙子的重任就落到
了他们老两口的身上，孙子开学前
他们就在一中附近找好了房子。

“我们租的 90 平方米的房子，
当时的价格是 600 元一个月，现在
已经涨到 1700 元一个月了，我算
了一下这 6 年时间里光房租就花
了 79200 元。再加上水电暖气费差
不多花了 11 万。”陈女士说，这 6
年时间里，一中附近的房租价格就
像坐火箭般蹿升。孩子每天的伙食
费在 40 元左右，一年下来的花费
大约 1 . 5 万元，六年便是 9 万。陈
女士说，除了这些之外，孩子还报
了辅导班，再加上买衣服的费用，
6 年时间里差不多花了 23 万。

六年时间花这么多钱，就是为
了能让孩子考个好大学。“再坚持

2 天，我们三口就算解脱了，只要
孩子能考上好大学，花再多的钱都
值。”

朋友分头照顾考生弟弟
考点：聊城三中
陪考人物：考生哥哥
记者：刘云菲

邹先生家住莘县，今年弟弟参
加高考，但是由于父母没时间照
顾，自己又还没结婚，没有固定的
住房，一直住在单位。所以把弟弟
安排在朋友家里，弟弟高考，朋友
全部出马，有的负责接送，有的负
责伙食，还有的负责生活起居。

邹先生说，弟弟在学校住着不
习惯，如果出去租房子住，又担心会
影响弟弟的学习，正好朋友家里没
有小孩，俩人平时上班，家里比较肃
静，就把弟弟安排在朋友家里。

今天，弟弟高考，父母怕影响
孩子考试，没来看孩子，邹先生又
忙着上班，照顾弟弟的重任交给了
朋友们。“一个同学负责接送，我的
女朋友负责做饭，我的其他朋友负
责起居，反正就是谁有时间谁就
做。”他的朋友如是说。

姥姥陪读七年
考点：聊城外国语学校
陪考人物：考生母亲
记者：刘云菲

陈女士的大女儿今年参加高
考，说起孩子上学的经历，陈女士
非常感慨，由于家住在堂邑比较
远。孩子一直由姥姥照顾，从初
中到现在已经照顾了七年。

在聊城外国语考点外，陈女
士拿着一摞女儿的课本，女儿今
年参加高考，她平时都忙着做生
意，很少有时间陪孩子，孩子一
直由姥姥照看，这次女儿高考她
放下手里的活，来陪孩子一次。
“孩子的舅舅住在市区，我们也
没时间照顾孩子，就让姥姥陪着
孩子，老人很辛苦，我们内心也
挺觉得愧疚。”

从莘县赶来陪考
考点：聊城三中
陪考人物：考生父亲
记者：凌文秀

7 日上午，聊城三中考点
外，考生父亲冯先生正跟几位家
长交流。“我家闺女是聊城一中
的学生，在聊城三中考试，平时
学习还行，就盼着她能发挥正
常。”

这位父亲从莘县朝城镇赶来
聊城陪考，除了高考考生家长，
他还有另外一个特殊身份，他是

当地一所初中的初三老师。冯先
生教初三政治，前几天他加班整
理各种中考政治材料，打印好了
发给班级内的考生。

看初三毕业班没什么事儿
了，冯先生赶紧赶到聊城来陪
考。“我闺女初中上的文轩、高
中在聊城一中。高考这几天，我
和她妈妈都请假来陪考，一家三
口借住在亲戚家。”

陪读了六年
第七年让孩子学独立
考点：聊城外国语中学
陪考人物：考生母亲
记者：李璇

“我女儿复了一年课，这是
第二次参加高考。” 7 日，外国
语中学考点外一位家住阳谷的家
长说，她给女儿陪读了 6 年，可
她女儿独自在外复读的这一年，
才真正长大。

该家长说，她女儿性格内
向，可十分要强，心里有事也不
说出来。去年高考前一周，她女儿
就开始紧张，一直吃不下饭，睡不
着觉，也不说话。她虽然找到老师
和心理医生帮忙开导，却没有效
果，她女儿一直情绪低落。该家长
说，她女儿去年只考了四百多分，
分数出来后，孩子选择复读，她就
把女儿送来了聊城。

“孩子复读时一直住校，一
个月回家一趟，我也没再陪她，
孩子大了也想让她锻炼锻炼。”
该家长说，今年高考前，因为担
心孩子再紧张，她给女儿打了电
话。通话时，她女儿说自己吃睡
都好，语气也很欢快，她感觉女
儿不错。 6 日，她从阳谷赶来聊
城，见到女儿时，完全感觉不出
孩子紧张，她才放下心。

“看来让孩子学会独立生活
是对的，以前我一直陪读，总让她
感觉有人可以依赖，心理承受能力
也差。”该家长说，有些家长总感觉
孩子年龄小，不会照顾自己，所以
一直不舍得放手。其实在适当的时

间让孩子独自学着去面对生活，
才是真正为孩子好。

家长偷偷赶来陪考
考点：阳谷第三中学
陪考人物：考生父母
见习记者：孟凡萧

7 日上午 8 点 45 分左右，在
阳谷第三中学考点大门前，一对
中年夫妇特意从天津请假回家陪
儿子高考。他们告诉记者，他们
是偷偷回来的，现在连儿子在哪
个考点都不知道。

据了解，这对夫妇的儿子在
阳谷第三中上学，考试前他们给
儿子打电话，儿子坚决不让他们
回来陪考，让他们不要耽误工

作。并说，如果家里来人自己压
力会更大，他已经成年了，自己
会照顾自己，让父母放心。

“高考可是大事啊！我们怎
么能放心呢？”这对中年夫妇说
到，我们思前想后最终还是决定
回来。他们没敢把这个消息告诉
儿子。“这不到现在还不知道儿
子在哪个考点考试。其实我们只
是想看看，只要孩子一切顺利就
好。”随后，这对夫妇打听到，今年
阳谷理科在阳谷一中考点考试，他
们就匆匆的打车到一中考点去。

凌晨三点赶到县城陪考
考点：阳谷第三中学
陪考人物：考生父亲

见习记者：孟凡萧
在阳谷第三中学考点高考陪

考的队伍中，一名考生的父亲凌晨
三点就从家里出发来县城陪考，他
告诉记者，儿子不希望他来，但他
不放心。所以就过来了。

“儿子快高考了，自己紧张得
睡不着觉。”这位将近 50 的孔先生
说，和儿子说好不来了，但 7 日
凌晨三点时他实在不放心，就骑
着自己的摩托三轮来了。来到孩子
住的地方是四点左右，他没敢惊动
孩子，就在门外静静地等着。大约
早晨 5 点 10 分，孩子出来方便，看
到了他。“当时儿子只是叫了我一
声‘爸’，让我进屋。”

“ 我 还 有 个 活 ， 你 休 息
吧！”孔先生说，随后他开着摩托
三轮在城区乱转，快到六点半时，
他买了点香蕉就返回孩子的住处
和孩子一块去吃早餐，早餐后让孩
子吃了点香蕉。“听说饭后吃点香
蕉有助于考试发挥。”八点时，他把
孩子送到考点外，目送儿子进入考
场。“看着他平平安安的进入考场，
我就放心了。”这位父亲在说这句
话时，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

全家总动员陪考
考点：聊城外国语中学
陪考人物：考生父亲
记者：李璇

“为了我们家这个高考生，全
家人都行动起来了。”7 日，外国语
中学考点外，一位家长说。

“我是干厨师的，为了让孩子
吃好增加营养，他从一个月前就跟
单位同事调班，不仅一天早中晚按
点给孩子做饭，还每天换着花样
做。

“孩子喜欢吃韭菜水饺，但从
外边买的韭菜，她吃了时常闹肚
子。为了孩子，我父母就自己种菜，
每个星期都从老家包好了韭菜水

饺给孩子送来。”该家长说，近一个
月来，他的妻子才是最累的，不仅
每天晚上陪女儿复习完功课，还得
在孩子睡觉后，帮忙抓蚊子。

“我们担心孩子考前压力大，
孩子小姨专门请教了心理医生，每
隔一段时间就给孩子做心理疏
导。”该家长说，她女儿很少让家人
操心，当孩子面临人生最重要的一
场考试时，全家人也只是希望孩子
能有一个最好的状态去面对。“正
常发挥，尽力了就好。”

凌晨给孩子炖鱼汤
考点：聊城二中
陪考人物：考生母亲
记者：陈洋洋

“孩子太紧张了，一家人都愁
坏了。”7 日上午，把女儿送进考点
后，家长刘女士说。

女儿小雯是聊城二中的考生，
女儿性格乖巧，也很爱学习，高
考备考这几个月一直很顺利。可
是临考前却出现了让家长头疼的
情况。“孩子太紧张了，吃不下
饭，不到两周体重减轻了六七
斤。”刘女士说，女儿考前紧张
整天没有食欲，做什么饭她都说
没胃口吃。临考前一周还出现了
一紧张就着急上厕所的新状况，
一家人急得不行。

“吃饭是大事，我天天琢磨
给她做好吃的。”刘女士说，因
为怕女儿吃坏肚子，所有的食品
都是她亲手做，不肯从外面买现
成的。 7 日早上，为了女儿能吃
好饭，她特意早晨 4 点就起床去
买菜，买了新鲜的鱼让小贩收拾
好，就马上往家里跑，到家鱼还
会动弹。“不敢让她吃猪肉和水
果，怕不新鲜，就只能炖鱼和熬
粥。”刘女士说，本来早上女儿让她
7 点喊起床，她没忍心，但是孩子 6
点多就醒了睡不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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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家一起来到一中考点，为考生打气。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 7 日上午的考试快结束了，在聊城二中考点外，陪考的家长们在外面等待考生出来。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 7 日上午，在聊城二中考点外，家长在等待考生。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聊城一中考点外，家长在考点外等待。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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