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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等待 默默地关爱
一个考点有几十位家长“偷偷”陪考
本报记者 徐艳 张萍 彭彦伟

6 月 7 日，高考第一天，日照市各大
考点重复着年复一年的情景：“主角”考
生在内冲刺，“配角”家长在外翘首。然
而记者发现，今年考场外的情景却悄然
发生了变化，陪考家长们的队伍较往年
相比变小了。

7 日早上 8 点 30 分，记者来日照一
中东校考点，9 点钟开考后不久，聚集在
考点门前的家长们逐渐散去，半小时过
后，仅剩二十几位家长坐在路边安静等
候。

“孩子已经成年了，这是他人生面
临的第一个重大选择，我觉得应该让他
自己体验这个过程。”一位考生家长笑
称自己是“潇洒派”，他和爱人早晨把儿
子送到考场，握了握儿子的手，微笑地
看着他走进考场。“守在考场外不能帮
孩子多考点分，反而会让他更紧张。鼓
鼓劲儿就行了，我们这就回去上班了。”
这位家长说。

另一位家住新市区的家长牟女士
表示，她要赶紧回家给女儿包最爱吃的
饺子。她的女儿前一天晚上已经郑重表
明不需要陪考，女儿说很快就要离开父
母去过大学生活，高考只是一道坎，她
能轻松迈过去。

据记者了解，今年很多学校统一组
织乘车去考点，跟往年相比，考生家长
明显少了许多。

市民陈先生介绍，考试前一天，儿
子打来电话，希望这几天父母不要给打
电话，也不用来考场陪考，以免造成心
理压力。挂了儿子的电话，陈先生依然
不放心。早上不到九点就来到考点外。

“等儿子进去我才过来，怕他看见，在这
里陪他考试，我心里踏实。”王先生说。
上午 11 点半，考生走出考场，陈先生就
悄悄地躲到了帐篷后面。“看他一眼就
行了，看他表情，就知道了考得咋样了，
我不会给他压力。”

一位高三老师说，高考这三天，考
生成为全国的“重点保护对象”。高考在
中国有如此高的礼遇，完全是因为在目
前高考最能体现社会的公平正义，而
且，高考为社会群体向上流动、改变自
己的命运提供了可能。

“高考既然有如此功效，我们当然
要重视，对参加高考的考生提供一切方
便。但是，说到底，高考毕竟只是一场考
试而已。伴随着高招录取率逐年攀高，
招生计划的增加、报名人数逐年减少，
大学等于精英教育的光环正在消失，大
学教育平民化、普及化的时代已经来
临。”他说。

悄悄地等待，默默地关爱，一种更
为贴心的情感在考生与家长之间悄然
流动。采访中许多家长表示，随着社会
的变迁，高考不再是成才的唯一出路，
学生未来的选择更加多元化，对待高
考，大家应该坦然一些。

早餐准备了八样
儿子挑着吃

前来陪考的张女士为了儿子的高考早餐，花了不少心思。
“老师说高考期间不能吃得太油腻，但是我又担心营养达不
到，就为孩子多准备了几样，让他有挑选的余地。”

据张女士介绍，她为儿子准备的早餐有蒸包、馒头、粽子、
小饼、油条、鸡蛋、豆浆、小米粥共 8 样。“孩子想吃什么就吃什
么。好在我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准备了，早上没耽误孩子吃。”张
女士说。

考场前端起相机
为女儿留下回忆

家住新市区的孙女士 7 日上午陪女儿到日照实验高中参
加高考，据她介绍，她女儿是日照实验高中的，“我跟我先生各
有分工，我来学校陪考，他在家张罗午饭。”

孙女士不时地翻看数码相机中的照片，记者看到，照片中
的女孩身着校服，脸上笑容灿烂，双手对着镜头摆出“V”的手
势。“这是女儿进考场前我给她拍的照片，留作纪念吧，等多少
年之后再拿出来看这些照片都是些珍贵的记忆呢。”孙女士说。

一旁乘凉的申女士连连称好，她说这次她也前来陪儿子
考试，她说自己没有孙女士心细，没想到用相机记录孩子高考
的重要时刻。

孙女士笑着说：“这也得分人，有的孩子平时不爱拍照，高
考刻意拍，会让孩子更加紧张的。”

本报记者 张萍 彭彦伟 王娇

为调节儿子心情
晚上跑去买新衣

7 日，在考场外，韩女士介绍，昨天她去超市里给儿子买吃
的，恰好碰到一位考生家长。这位家长在给孩子买新衣服穿，
让她调节下心情。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有用，我觉得还是试试吧，就也想给
儿子买一身新衣服。”为了选一身满意的衣服，韩女士逛了两
家商场，昨晚 9 点半才买上一双鞋子和一件 T 恤衫。

“既要舒服，还要好看，同时不能和平时的衣服差距太大，
以免造成情绪起伏，重点还要儿子喜欢，真是很难选啊！”

无线电监测车让作弊无处遁形

本报 6 月 7 日讯(记者 化玉军) 高考首日，在日照市实
验高中的一辆无线电监测车，十分惹人注意。日照市无线电管
理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这台车负责监控考点周边的无线电信
号，一旦发现可疑信号，就可以利用无线电压制系统进行压
制，是作弊黑电波的“无形警察”。

钻进监测车内，记者看到，一名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忙碌地
观察着三台监测设备。“现在作弊的手段越来越高科技，从考
场发出的‘求救’信号看，有的是通过装在橡皮里的扫描仪，将
试卷内容扫描后发出来，有的则是把微型摄像头安装在纽扣
里，对试卷内容进行扫描，真是无所不用。”这名工作人员说。

“不过，不管是从校园发出的信号，还是从外面发射进校
园的信号，凡是在校园内部及周边出现的信号，监测车都能立
马捕捉到。”工作人员说。

2012 年山东高考作文题：

今年作文命题较好地体现了稳中有变
的理念。近五年来，山东卷多以命题作文为
主，今年是材料作文，这样的命题适应了考
生对高考作文题的预设期待，有利于稳定
考生情绪，因本届考生是在“命题”与“新材
料”作文的训练模式中备考的。

事实上，今年的作文只要能在“发展、
坚持、坚守、决心、信心”的方向布局谋篇，
就不会偏离题意，且每个考生也都有话可
说。但每个考生“有话可说”，并不意味着每
个考生“都写得好”，所以，今年的作文具有
很好的区分度，那就是所有的考生感觉写
起来不难，但要写好并不容易。

孙中山的话有三层含义，一是说明时
代赋予国人的使命，二是要完成历史使命
应有的品质和态度，三是实现美好愿景要

坚持的原则和信心。从立意看，审题至少应
包含“使命、坚持”，与此相近的立意关键词
还可以是：时代、现实、改革、担当、创新、发
展、坚守、顺应、决心、信心、成功等。从命题
的期待价值看，如果考生只偏重于表现或
论证“坚守、坚持、决心、信心”的意义，虽也
符合题意，但不属于“准确把握立意”，难达
到新颖、深刻、创新立意境界。

要写出具有深刻、新颖、富有启发意义
主题的文章，考生应该结合透视和观察现
实，我们的现实有了哪些问题？每一位考生
会有不同层次的观察与思考。深层的应该
包括“我们要担当什么样的使命”，“如何对
待改革进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怎样在
面向未来的实践中坚守”等等。

本报记者 张萍 整理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自己的感悟和联想，写一篇不少于 800 字的文章。要求：①选
准角度，自定立意；②自拟题目；③除诗歌外，文体不限；④文体特征鲜明。

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而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
以失败而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付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
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 孙中山”

作文命题体现稳中有变

写起来挺顺手
7 日上去，考生一走出考场，不少家长

就迫不及待地询问作文题目。经记者了解，
不少考生表示作文不难，材料作文这样的
文体经常见，写起来挺顺手。

考生赵基民告诉记者，考前就进行了
不少材料作文的训练和指导，所以面对材
料作文，并没有感到陌生。虽然内容没接触
过，但并不影响对材料作文的把握。

考生周小翔表示，之前心里设想过今
年的高考作文应该是关于社会道德等题材

的，因为考验道德底线的事件很多，好人好
事也很多，所以考虑到今年作文应该跟这
个有关。“今天的作文虽然不是预想的那
样，但是，还是感觉并不难，挺好把握的。”

但也有考生感觉，这则材料作文是以
文言文的形式呈现，要深刻理解其中包含
的意义，需得多读几遍。考生吴凯表示，感
觉里面蕴含了多层意义，不知该从哪方面
入手，担心跑题。

本报记者 张萍

基本能力备考与答题策略
日照实验高中 2009 级高三基本能力备课组长裴振芝：

基本能力测试是高考的“最后一考”，
虽然只占了 60 分的分值，然而却不可小
觑，答题时，要注意审题。一定要把题目或
选项中的关键字、关键词划出来，并严格按
要求答题。

从历次考试情况来看，在给定的多个
背景材料或选项中，一定有一个最容易或
最难懂的。最难懂的背景材料，试题难度一
定小；而最容易的背景材料，试题难度一定
要大。语言复杂，背景材料陌生，答案往往
在题干中。考生答题时不要急，反复阅读题

干(或选项)，把题目的内容和要求看清楚，
理解出题者的意图，提取有效信息，仔细、
反复推敲，努力提高正答率和得分率。

同时，特别注意选项中的太绝对的说
法。如“完全”、“最”、“一定”、“均”、“全都”、

“必定”“唯一”等等，这些极端性、太绝对性
的表述一般是错误的。千万注意运用排除法
做选择题。可根据自己能拿准的知识点，从
多角度、多个层面思考问题，对各选项进行
筛选，反复推敲，利用排除法选出正确答案。

本报记者 张萍 整理

7 日，一考生结束上午考试后在公交车上兴奋招手。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交警在考场周边指导交通，保障考试。 刘涛 摄

 7 日晚 8 时，日照一所中学教学楼灯火通明，高三学生进行
最后的备考。

一位考生正在复习剩下的高考科目。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工作人员正在监控信号。 刘涛 摄

格考题点评

格考生反应

格名师在线

日照实验高中名师工作室高考研究专家 特级教师 温德峰

工作人员正在架设无线电监控天线。
刘涛 摄

再接再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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