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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潍坊

本报6月10日讯(记者 李涛)孩子的
优势在哪里，选志愿依据什么，选择什么
专业会让孩子有出息？您还在为孩子上
学的问题烦恼吗，抓紧来参加本报大型
公益活动吧。14日(周四)下午，性格学专
家、《顺适教育》体系创始人赵伟志博士
将为众多考生家长进行高考志愿选择公
益讲座，为困惑中的您解疑答问。

一年一度的高考拉上了帷幕，随之
而来的是成绩的公布和高考志愿的填
写。而据数据显示，82 . 3%就业方向与大
学所学专业不相关，超过80%大学毕业
生反应，大学所学专业对于自己职业生
涯帮助甚微。如何选择适合孩子发展的
专业，成为家长们挠头焦虑的事情。

鉴于此，本报邀请性格学专家、顺适
教育体系创始人赵伟志博士为广大高考
学生做志愿选择公益讲座。帮助考生认

清自己的性格特征，选准自己的专业，做
好职业规划。

14日(周四)下午，赵伟志博士将抵达
潍坊，就目前大学生的就业现状、选择志
愿的依据是根据孩子的性格模式、孩子
选准大学专业的标准是什么、如何才能
选择准高考生的专业、现场帮助孩子认
清自己将来适合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适
合选择什么样的专业等问题与众考生家
长分享交流经验。针对高考后如何了解
自己？如何更有效的选择适合自己的专
业？考的好，不如选的好等内容进行测
试、讲解、分析等专业形式，帮助学生更
有效找到适合自己的专业。

您还在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中
电话报名参加吧，报名者还将获得一年
的齐鲁晚报订阅。报名咨询热线400-008
- 1 9 0 8 ，抢 票 热 线 ：1 3 5 7 3 6 2 9 2 5 1 、

18678086875。报名地点：齐鲁晚报·今日
潍坊编辑部(北海路与福寿街交叉口西
北角，金诺大厦10楼)。

举办时间：2012年6月14日(周四)下
午，具体时间地址另行通知；参课主体：
高三学生及家长。

——— 赵伟志博士简介———
性格学专家、《顺适教育》体系创始

人。他对人类的主要贡献在于破解了人
类“性格密码”并制定了家长“教子成龙”
的标准和系统，在国际上建立了家庭教
育的规范，被业内称为“家庭教育之父”

截至目前，上万个家庭都受益于顺
适教育的方法，许多大学都把这套理论
作为培训教师的标准。数十年来不仅培
养了众多哈佛、耶鲁、斯坦福等大学的高
材生，更打造了一批引领人类文明和社
会进步的顶尖社会精英！

“““亲亲亲，，，来来来点点点掌掌掌声声声”””
9日11时02分，在

潍坊七中考点，来自北
京市现代音乐学校的任
锡源第一个走出考场。
走到出口时，他做出了
要掌声的手势，并向大
家挥起了手，陪考家长
也纷纷鼓掌，并发出会
心的大笑。他说，自己
是学表演的，这次考试
感觉考得还行，考完了
自己心情也就放松了，
决定不想考试的事儿，
先放松。

本报记者 韩杰杰
摄

本报举办大型公益活动服务高考生

志愿填报讲座周四开讲

在潍坊七中考点，有一对
长相难分彼此的姊妹花，姐姐
叫谭思佳，妹妹叫谭思菲。性
格、爱好、成绩差不多的姊妹花
从小就没有分开过，不过对将
来，她们只求学校专业好，不求
在一所大学，不过两人都希望
能到北京深造。

“什么都不想，先放松一阵
子”，9日高考结束，谭思佳向记
者介绍道，“等放松够了，就学点
东西，其实想学的东西还挺多
的。”对这次考试，谭思佳笑着
说，以前考试她俩的成绩都差不
多，高考成绩出来后再比比。

高考首日，这对姊妹花身
着同样的黑色体恤、背带短裤，
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目光。由于
两人身材差不多，发型也是留
刘海绑长马尾，加上穿着一样，

一眼望过去难分彼此，旁人经
常将她俩认错。姊妹花的母亲
介绍，这俩孩子性格差不多，都
属于外向活泼型，对这次考试，
孩子心里比较放得下，他们做
父母的也觉得高考是一场普通
考试，希望孩子们能放轻松，顺
利度过高考。

记者了解到，这对姊妹花从
小到大就没有分开过，感情很要
好，小学她俩都在一个班，初中、
高中虽然班级不一样，却一直住
在一起。对将来，她俩却不求在同
一所学校，只求专业好，这样交际
面广，也能培养独立性。不过，两
人都希望能到北京深造，目前谭
思佳取得了中国传媒大学录音专
业合格证，谭思菲取得了北京电
影学院录音专业合格证。

本报记者 韩杰杰

双胞胎姊妹花同场竞技
希望能到北京读大学

6月8日上午8点钟，在潍坊一中
考点，一位考生在考点外焦急徘
徊，几位家长正在帮助她打电话，
记者上前一问得知，原来是这位考
生忘记带考试袋。袋子里装着她的
准考证、身份证、文具等一切考试
用品。如果拿不到考试袋，当天可
能就不能参加考试。

发现没带考试袋 .考生妈妈立即
给家里打电话求助，考生姥姥接到
电话后拿着考试袋急忙往学校赶，
但是因为考生姥姥没有随身携带电

话，而家里的电话也无人接听，一
直联系不上人，不知道姥姥到哪
了，也不知道路上能不能找到车，
和家人失去联系，这可急坏了考生
母亲。

8时30分，姥姥还是没有赶到。
一位家长为了缓解孩子的焦虑，给
这位考生出主意，让她给班主任打
电话，看能否提前入场，等到考试
袋拿到后立刻给她送去，考生着急
地拿起电话打给班主任，在班主任
老师的帮助下，考生先进入考场。

8时45分，气喘吁吁的姥姥拿着
考试袋赶到，妈妈接过考试袋就往
考场跑。最后，考试袋由工作人员
转交给考生，而此时距离考试时间
仅剩5分钟。

考生姥姥告诉记者，幸好她在
家，不然家里没人就难办了，而且
她出门打不着车，乘坐了一段公交
车后，又找的出租车，所以路上耽
误了一些时间，看到外孙女能参加
考试，自己就放心了。

本报记者 丛书莹

考生进场前发现忘带考试袋
姥姥赶在开考5分钟前送到

另类陪考

“咔嚓咔嚓”7日早上8点半，在潍坊一中考
点，一位女士拿着专业的数码相机对着正在进
考场的学生认真地拍着。

“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媒体？”记者问道。
“我是学生家长，呵呵！”毕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并不是专业拍照的，之所以带着相机来只
为抓一些孩子进考场的瞬间，想给孩子留下一
辈子的纪念。

学生家长毕女士送孩子谢肖进考场，在孩
子走进大门后，毕女士走到一个利于拍照的位
置，从包里拿出准备好的数码相机，照下了孩子
走进考场的背影。毕女士告诉记者，她偷偷把照
相机藏在了背包里，孩子并不知道自己要拍照。

记者注意到，在接下来的每场考试，这位家
长都会给孩子拍照片留念。记录下每场考试进
考场的瞬间。

毕女士表示，不想打扰孩子的考试情绪，也
想给孩子留下纪念，便选择了拍孩子进考场的
背影。

本报记者 丛书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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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爱好者

用相机记录高考
已拍摄了三年，打算一直拍下去

考一场拍一张照片
一家长坚持给孩子拍照留念双胞胎姐妹准备入考场。

高考期间，潍坊七中考点外总能瞧见一位
女士端着照相机停停拍拍。她既不是考生的家
长，也不是学校老师，而是一位普通的摄影爱好
者，名字叫张文智，今年55岁。因幼时未能参加
高考成憾事，她每年高考都来看看，如今是第三
年用相机记录高考了。

记者了解到，往年张文智都是用卡片机拍
摄，今年是第三个年头拍摄了，今年她更新了设
备，买了单反相机，就打算拍一组高考表情做记
念。让她较为得意的一张，是一位爸爸送女儿高
考，恰逢雨天结束，太阳露出笑脸，她觉得寓意
很好。除了拍考生，她还拍陪考的家长。“我女儿
2001年高考，那是父母最操心的时候，特别能感
受在场陪考父母的心情。”拍完这三天，她想将
照片整理好，送给女儿，给女儿个惊喜。而以后，
只要有机会，她想将高考一直拍下去。

本报记者 韩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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