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前，三四十人；今年，近百人

弃高考者逐年增多
本报6月8日讯(记者 秦国

玲)8日，在潍坊中学考点，新加
坡国立大学的王宇和妈妈韩冬
一起在考场门口感受高考的氛
围。高二下学期，结束会考科
目的她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读大
学，现在她特意在高考前回
来，感受高考的氛围。而近几
年，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高一、
高二就选择放弃高考，赴国外
读大学。

王宇是潍坊一中高64级3班
的学生，相比其他正在考场内奋
笔疾书的高考生们，她是最让人

羡慕的一个。“高二下学期，学校
选拔赴新加坡留学的学生，全校
报了10个，7个人通过笔试，3个人
通过面试。第二学期所有会考科
目通过后，我就和同学一起赴新
加坡留学了。之前读了一年预
科，今年8月入学，拿到了全额奖
学金。”

王宇说，能感受到身边去
国外读书的人越来越多，自己班
上有三个同学都没有参加高考。
在潍坊一中，还有一群学生，他
们是已经被国外名校录取的潍
坊一中中加班的学生。到目前为

止46人被加拿大、美国、澳大利
亚大学录取，近一半的学生考入
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记者了解到，已经被录取
的学生中，不少是手里收到了
多个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刘君
怡是初中毕业时就决定要去国
外读大学，她获得了5所学校的
录取通知书，包括加拿大多伦
多大学、加拿大UBC大学、加
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加拿大
渥太华大学、加拿大西蒙菲沙
大学、渥太华大学并且还获得
了渥太华大学8000加元奖学金。

她告诉记者，申请加拿大
高校的过程也不是那么简单，
三年的时间要经历大大小小的
考试不计其数，每周都有几门
科的考试，这个是要记录在全
年的成绩里；而高一、高三还
有考试，考试的成绩占全年成
绩的20%到40%。所以，她“高
考”从高一就开始了，过程也
很困难。不过高考是苦三年，
一考定终身，她是三年期间都
在经历考试，为录取做准备。

在潍坊一中，三年前放弃
高考去国外读大学的学生有三

四十人，而现在放弃高考的学
生逐年增多，而且越来越多的
高中生从高一就开始准备参加
托福等考试。潍坊一中高三级
部主任李冠兵说到，2013年，高
三级部普通班直接放弃高考、
拿到国外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在
近百人左右，这是一个趋势，
越来越多想去国外读大学的学
生，以及家长有意向移民的学
生，都会选择参加国外大学的
录取，免去国内高考的残酷竞
争，还能申请到世界排名前100

名的高校。

老三届高考路：

我我和和弟弟弟弟妹妹妹妹一一起起参参加加高高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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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婧慧和父母在一起吃饭，因为家离
考场较远，为了节约时间，中午饭就在考场
附近的路边上吃，饭也是简单的方便面和
包子。赵婧慧的爸爸说，这样一点也不艰
苦，就像出来旅游一样。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35年前，我28岁，已经在三尺讲台上
教了10年书，初中、高中，语文、数学、物理
都教过。此时，我的大女儿已经七岁，小女
儿也三岁了。

听到国家恢复高考的消息后，心情非
常激动，国家终于开始招收“老三届”的学
生了，学子们的春天终于到来了。家人的
期盼，自己的梦想，妻儿的殷切希望，所有
这一些让我毫不犹豫地选择加入高考大
军。

而此时，我最小的弟弟也18岁了，就
这样，我和妹妹，还有弟弟就一起报名参
加高考。我当时在益都县谭坊公社南魏高
中点当社办(民办)老师，我们6个人教着4

个班，一个月工资十几元钱。也正因为此，
担负弟弟、妹妹的学业辅导成为我的一项
责任与义务。每逢周末或晚上空闲时间，
我们兄妹就围聚在一起，用木棒在泥土地
上画图、写字复习功课。

毕竟刚刚恢复高考，复习资料非常
缺，我们就通过各种途径相互借书复习。
有时候一本三百页左右的复习资料，两三

天时间就得死记硬背下来，没办法啊，人
家也要看，你只能死记硬背，慢慢再消化。

1978年7月份上旬的一天，我们公社
所有的考生都在谭坊中学集合，前往几十
里外的桃园公社赶考，150余辆自行车整
齐的排列在一起，行驶在道路上形成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我还记得当时65岁的老父亲和老母
亲一遍遍地叮嘱，让我们兄妹好好考试的
情景。心中感觉有些酸楚，一种莫可名状
的感觉。说实在的，自己也非常想考上大
学，不能一辈子都干一名民办教师啊。

我们那一年高考考试科目是语文、数
学、地理、政治、历史，英语是附加的。语文
试卷也没作文，给你一篇长文章让你缩
写；当时的文言文翻译好像是唐太宗与封
德彝关于治国做人的一段文字；政治卷我
写了七张八开纸，当时就想把心中所有的
东西都写出来，以表自己为祖国奉献青春
的决心。

那时候大家都比较单纯，国家百废待
兴，大家对知识的渴求欲望，以及为国家

奉献力量的决心都非常强烈。
因为是在其他公社赶考，晚上大家居

住在一个大通间里，差不多50个人左右
吧。带着老母亲烙的火烧，就着咸菜喝白
开水，生活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

高考结束了，我就被抽调到平度进行
高考阅卷(中专卷)。等待高考成绩期间，我
参加了民办教师转公办教师的考试，我选
择了数学考试，考了95分，名列前
茅。

9月份，高考成绩放榜，我成为
当时益都县文科状元，高兴劲自不
必多说。因为怀揣着对知识的渴
求、寄托着家人的希望和自己的梦
想，在征得家人的意见后，我选择
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那时候
凭学生证坐火车到济南仅需1 . 5元
钱，这也是我选择山东大学的一个
原因，毕竟家境还是相对贫困一
些。

值得庆幸地是，我妹妹考上了
烟台财税学校，弟弟也考入了山东

轻工业学院。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我们
家在当地引起不小的反响。

1978年10月3日，我扛着母亲为我做的
新被子到山东大学报到，开启了自己的大
学生梦。

口述：原潍坊市档案局 (馆)副局 (馆)

长、研究馆员 阚景奎
本报记者 李涛 整理

8日中午，在潍坊一中考点附近的一个出租屋
内，考生吃着家长从家里专门带来的水饺。为了
免去中午来回奔波，家长在半个月前就租下了这
个小屋，专门用作孩子中午休息用。

本报记者 孙国祥 摄影报道

简简单单的的考考餐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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