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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课堂辅导班连轴转，还是考不上理想高中

“分数那么高，我还得咋学？”
本报记者 白雪

4 日，东岳中学的小丽
查完分数，蒙着被子大哭。
没考上泰安一中，她很难
过，不停地问：“分数怎么
就那么高？我还得怎么学
才能考上？”小丽告诉记
者，今年发挥不好考了 940

多分，超过二中指标生分
数，可她三个志愿全填的
泰安一中。当时拼了命学
习，现在连泰安一中的“三
限生”机会都没有。

小丽的“一中梦”破
碎，连上高中衔接班的心
情都没有，“想报泰安一中
的中日合作办学项目。分
数线越来越高，我们学习
越来越拼，同学都拼命上
辅导班，都这么个学法分
数线能不高吗？”小丽哭着
说。

洪沟中学的李雯雨以
9 9 7 分的成绩考上泰安一
中。她说，走统招生太难

了，还好今年她们学校指
标生分数线是 9 9 4 分，她
仅超了 3 分。“很多同学都
不敢报一中，最后报的二
中。还好没报，今年分数线
那么高，报了得落榜。看到
今年的分数线，好多同学
吓了一跳。”李雯雨说，大
家一直觉得，考进一中的
学生都很优惠。身边有优
秀的同学才能提升，有机
会考重点大学。

粥店中学高杨为考英
雄山中学，几乎牺牲玩的
时间。“时间全放在学习
上，平常在校上课，节假日
上辅导班。其实我很喜欢
舞蹈，但是根本没时间学
这些。”

高杨说，上初四时从来
不睡午觉，觉得这点时间都
该学习。“每天中午不睡，下
午会犯困，可一想万一没学

的那部分恰巧考到，该多遗
憾，就一直看书。” 洪
沟中学李雯雨说，以前喜欢
和同学吃完午饭在校园走
走。初中最后一年，没有时
间看电视剧，还得上补习
班。生活被各种习题占着。

“现在被一中录取，从前所
有的努力没有白费，就想考
个好大学。”

泰安一中李睿今年高

考，想起原来考一中，他觉
得比较容易，2009 年还没
有实行学考制度，他以 650

多分的成绩考入。“选择学
校固然重要，但还是得靠
自己努力，有的学生一心
想去一中，实际上其他学
校教学质量也不错，我同
学去了泰山中学，高考考
了 6 3 8 分。不要让上名校
变了味才对。”

放弃弹琴唱歌，考上就觉得值

三个志愿都报一中，很多学生拼了

泰山学院附属学生王雨亭的爸爸王
昌盛说：“从来没敢给儿子太多压力，孩
子觉得考不上一中就报其他学校。听说
双语学校指标生录取分数线 1008 分，泰
安十三中指标生录取分数线才 738 分，现
在城乡学生学习成绩差距太大，教育现
状就是尽量保持均衡发展，但不可能照
顾到每一位学生。”

王昌盛建议，各个学校的老师可以
定期到其他学校任教，每个学校的学生
也可定期换学校接受不一样的教育。

一中学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老师
说，听说今年分数线高，老师比孩子都紧

张。“现在老师也很矛盾，给孩子上课时，
看着他们渴望的眼神，觉得他们很辛苦，
如果我们不给他们施加压力学习，可能
以后也会怪我们。”

这位老师说，升学相对是很透明的，
没有可操作性，通过自己的努力能上更
好的学校，是大多数学生必须面对的事
情，学生家长越重视，分数线就会越高。

“试想每个孩子都不上辅导班，分数线也
许真的可以降下去，但是照目前来看，谁
不上辅导班谁不狠学习，自然会落到后
面，长期形成的教育现状一时半会不会
改变的。”

分数越来越高，教育资源不均衡

4 日，市直高中学校录取分数线公布，泰安一中统招生录取分

数 1019 分、泰安二中 977 分、泰山中学 909 分。中考改成学考三年来

分数不断升高。有的学生为考高分放弃兴趣爱好，有的甚至中午不

睡觉，但还有不少达不到分数线。

填报志愿后考生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赵苏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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