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送别时，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

加油，老师相信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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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6月5日讯(记者
汪泷 贾凌煜 通讯员 于戈)

“这是我送走的第三批高三毕
业生。高中可以说是三年一个轮
回，我站在这里看着学生们走出
校门，感觉自己的心都随着孩子
们在飞扬。”5日，济宁一中校长
李岩站在古槐校区门口，目送着
2010级毕业生离校。

5日上午，按照济宁一中的
老惯例，高三考生离校的时候，
老师们都会在校门口为学生们
鼓劲加油。而到了10点30分的离
校时间，当学生们推着自行车准
备走的时候，很多人却在靠近校
门口的地方停住了脚步。“你先
走！”“不行，你们先过去，我怕我
会哭。”看到门口的老师，即将毕
业的学生们没了平时和老师称
兄道弟的那份爽快，反倒显得有
些扭捏。

不过离校是不可避免的，老
师们握起双拳，铿锵有力的说：

“加油！你们一定会成功！”而在
老师身后，校门两侧的墙上也都
贴上了励志的标语。当不少学生
紧紧与老师相拥，并且因不舍而
留下泪水时，高三、三班的岳童
绝对是个例外。在人群中找到自
己的班主任张伟后，岳童对着班
主任上去就给了两拳，边打还边
说：“老班，这次你一定得相信我
能行！”而张伟也毫不客气的拦
过岳童，激动地对他说：“你当然
能行，老师一直都相信你！”

此时此刻，两人似乎不再只
是师生关系，而像好朋友一样亲
密。张伟告诉记者，岳童是他的

“得意门生”，为了让聪明伶俐的
他在学习上更能沉下心去，所以
经常用“你还能考得更好”去激
励他。对于老师的鼓励，岳童说：

“我要是再不打他两下，让他一
定要相信我，以后可能就难有机
会啦！”

因为不舍，不少老师也流下
了泪水。“今天还跟同学们打赌，
绝对不会流泪呢。”好几个老师
开玩笑地说。校长李岩表示，每
天学生们来上学，他都会早早地
站在校门口迎接，如今学生们要
离开，他也要站在校门口送别，

“三年一个轮回，现在我就是在
为考生们，站好最后一班岗。”

文综：

合理分配时间
文综考试对不少考生而言，控制时间是个

很大的难点。“每年都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做不
完文综试卷。”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因为考生在
考试期间的时间分配不合理。

“文综肯定不同于语、数、外，同时有三科
考试存在，所以考生存在一个思维转换的过
程。”朱思力建议，考生一定要根据各类模拟试
卷，熟悉试卷的结构，从而做好一个思想准备。

“十八大、城镇化建设，以及当下较受关注
的中国梦，都很有可能会考到。”在答题技巧方
面，朱思力建议考生拿到文科综合试卷后，最
好用5分钟快速浏览全卷，对试卷的题型、题量
做到心中有数，“因为文综不回避热点，所以试
题可能会用多种方式来考一些热点话题，学会
用不同的角度去分析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

理综：

注意规范答题
考生解题不规范是参与高考理综评卷的

老师时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这种失分不是‘不
会做’，而是‘做不好’。”高三理科综合教研组
的刘庆科说，这种情况具体表现在文字表达不
严谨，专业术语不规范，解题步骤不完整，逻辑
推理不严密，计算结果不准确，以及书写潦草，
或者涂抹太多。

谈及理综考试的答题技巧，刘庆科首先建
议，理综考试时间为150分钟，因此理论上，生
物应用时40分钟，化学45分钟，物理难度较大，
用时65分钟。而对于考生考理综时的答题习
惯，刘庆科建议考生要尊重自己的习惯。“有的
考生喜欢按科目来做，有的喜欢按题号来做，
只要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所以，尽快找到
适合自己的答题顺序很有必要。

一卷考三科
灵活转思维
本报记者 汪泷

文综与理综卷，最大的特点无非是
一场考试中会同时考查三科。那么如何
在150分钟的时间里，灵活转换不同科目
之间的思考模式，理清不同科目之间的
知识点，就显得尤为重要。济宁一中高三
年级部成员朱思力、刘庆科，针对这些可
能存在的问题，在考前给予考生一些建
议。

◎现场花絮◎

当学生们陆陆续续地
走出教学楼时，他们总会回
头向二楼看去，其中还有不
少同学流着泪在挥手。原
来，在二楼的窗口处，有一
名白发苍苍的老人，一边用
枯瘦的手抹去脸上的泪水，
一边不停地朝学生们挥手，
嘴里喃喃的说着：“再见，好
好考。”

这名老人姓庄，是一中
名副其实的老教师，她把一
辈子都奉献在了一中这片
热土上。已经退休20多年的
她，一辈子没结婚，一直就
住在古槐校区教学楼的二
楼，平日里帮着扫扫校园，
把学生的自行车摆整齐，或
者是把报刊栏的报纸及时
更换。

已经送走了无数学生的
她，今天早早地站在教学楼
的二楼窗口处，目送着学生
们走出教学楼。高三、21班的
葛浩祥和他的同学们，每走
两步就回头看看二楼，嘴里
喊着：“再见，庄老师，有时间
我们一定回来看您。”

葛浩祥告诉记者，庄老
师一直默默地为一中付出
着，如今他们即将离开学校，

最希望的就是庄老师能够身
体健康！

八旬老教师，挥泪送学生

同学们都在校门口和
老师们拥抱说“再见”，可高
三、25班的刘伟卓却是个例
外。他拿着手机东跑西窜地
忙着和老师、同学们合影，

“现在我很激动，但我觉得
这不是结束，而是一个新的
开始。”

比较特别的是，刘伟卓
在教学楼门口，让同学们帮
他拍了一张单人照，而他的
姿势，则是平日里略含有贬

义的意思。当被问及为什么
要摆这个姿势时，刘伟卓先
是清了清嗓子，然后严肃地
说：“我们常说，母校是什么？
母校就是你上学时可以尽情
恨她、骂她、讨厌她，但当离
开的时候，心里却只有不舍
和感恩。”而摆一个这样的姿
势，刘伟卓觉得，这说明他始
终是一中的学生，“我要以照
片为证！”

对于离开生活了三年

的校园，刘伟卓显然比别
的同学要乐观许多，在他
的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一丝
伤感。他很兴奋地说，虽然
大家不在一个校园里了，
可未来仍然会多联系。“以
前是师生，再相见的时候，
除了师生之外，还多了一
层好朋友的关系。对于新
的 身 份 的 转 换 ，我 很 享
受。”刘伟卓说。

本报记者 汪泷

此刻，了解到“母校”真谛

再次送上叮咛和祝福。李岩松 摄

同同学学们们与与庄庄老老师师挥挥手手告告别别。。李李岩岩松松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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