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毕业生学考结束填志愿
英语考试后在考场填涂，老师提醒“不服从调剂”应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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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泰安6月12日讯(记者
侯峰) 12日，在泰安二中考点，
200余名考生在老师带领下列队
进入考场，这些初四考生均来自
泰安十三中，由于路途相对较
远，他们由老师带队，住宿在附
近一家宾馆，一天考试下来，把
老师们累得不轻。

泰安市十三中位于邱家店
镇，距离泰安二中有1小时的车
程。10日，在考生前往住宿宾馆的
路上，还发生一段小插曲。原来，
师生10日下午在十三中集结完
毕，一同坐车前往住宿宾馆，还没
出邱家店镇，因修路被挡在半路。
无奈之下，老师赶紧让司机折返，
绕道到达目的地，前后花了2小
时，多用1倍时间，“幸亏是提前一
天出发，要是当天早上去，可就误

大事了。”带队老师说。
“我们其实比家长还紧张。”

十三中一老师说，“我们8个老师
跟着200多个考生一块在这里住
宿。”记者从宾馆看到，这些考生
占满了两个楼层，中午休息时
间，老师们随时在过道里巡视，
以防紧急情况发生。

“一到晚上休息时间，老师
们一遍遍跑到楼下，看看谁房间
还亮灯，赶紧再上去看看是啥情
况，没什么事就让他们早点休
息，一晚上得来回七八遍。”一位
老师说，这么做谈不上啥辛苦，
都是为了学生。“今天考完数学，
我看着几个学生皱着眉头吃不
下饭，赶紧过去劝了劝，下午还
得考化学，带着这种情绪考哪成
啊。”一位老师说。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记者
白雪) 今天上午10:30分考完英
语后，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全部
结束，学生将在所在考场填涂报
考高中志愿卡，未填写或不服从
调剂录取的学生，将不被任何普
通高中学校录取，老师提醒打算
填不服从调剂的考生应慎重。

据了解，普通高中设置四个
顺序志愿和“是否服从调剂录取”
志愿，第一志愿为统招生志愿；第
二志愿为指标生志愿；第三志愿
为艺体特长生志愿；第四志愿为
公办高中择校生志愿；是否服从
调剂录取志愿。

泰山双语学校老师介绍，第
一至第四志愿均为独立志愿，各
志愿间没有从属关系，每个志愿
只能选报一所学校。“是否服从调
剂录取志愿”是学生如未被以上
顺序志愿录取时，给未被录取学
生提供的最后一次录取机会。

凡服从调剂录取的学生，从
未录满招生计划的普通高中学校
中，按照学业成绩从高到低调剂
录取，录满计划为止；未填写或不
服从调剂录取的学生将不被任何
普通高中学校录取。

“根据往年经验，一旦统招生
落榜，指标生走不了，择校生分数

也不够，填了服从调剂兴许还能
有个高中上，但要不填就很麻烦，
就上不了高中。”

6月13日(星期四)上午毕业年
级考生考完英语后在原考场填涂
志愿卡。考生填卡结束后，由考点
负责清点验收。

市教育局提醒，在泰安市内
非户籍地县市区借读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考生在学籍所在地参加
学业考试后，应于6月15日全天持
当年参加学业考试准考证、户口
簿，回户籍所在县市区教育局填
报普通高中志愿。考生志愿填报
后，任何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更改。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记者
白雪) 眼看今天要报志愿了，不
少学生和家长意见不一，觉得现
在挺难选择。

12日考完数学，一位母亲拉
着女儿到一家普通高中展位前，

“你看这学校多好啊，干嘛非得报
你相中的那个，你要是考不上那
个学校，该咋办？”

女儿刚刚考完数学，觉得成
绩不是很理想。她说，“原来我想
努把力说不定能考上的，现在数
学考得不太好，也不敢说报哪个
好了。”

一所普通高中招生老师问
她：“你要是报了那所学校，去了
说不定名次靠后，压力会很大。你
平常考900分左右，按照往年，这
个成绩很难走那所学校的统招，
即使是择校，分数可能也不够。”

这位母亲在旁边挠着头皱着
眉看着女儿，两个人低声嘀咕也
没商量出结果，因下午还有一场
化学考试就匆匆离开了考场。

记者发现，像这对母女的情
况还有很多。家长孙先生说，因为

报志愿和孩子没谈妥，她哭了整
整一晚上，最后还是依了她，怕耽
误考试。“我们喜欢的学校没她的
好朋友，为了朋友她选择另外一
所学校，我觉得挺不理智，但报志
愿还是尊重孩子的选择吧。”

而家长李女士则不同意女儿
报考一所较普通的学校，“她老是

担心考不上得花钱，我不在意花
多少钱，就是凑钱也得让她上好
高中，现在竞争那么激烈，在一个
好的学习环境里学习，高考说不
定能多考二十分，这就算变相给
我省钱了。她不听我的话也得听，
今晚回家就再嘱咐嘱咐她，不能
由着她性子来。”

到底报哪个高中
考生和家长“力争”

二百多考生住店赶考

可把带队老师忙坏了

七旬老太买来排骨

送到考点等外孙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见习记
者 贾锦锦) 学考第二天，二
中门口一位七旬老人带着买的
排骨，等候正在考试的外孙。

12日上午，二中门口一位七
旬老人坐在台阶上，不时抬起头
向学校里面望一眼，身边放着一
个鼓鼓的红兜。“外孙考高中，我
在家待不住了，可又不知道该做
点啥，一大早去买了些新鲜排
骨，中午让孩子的妈妈给他炖炖
吃，补充补充营养吧。”这位七旬
老人指着旁边的红兜说，外孙家
就在附近，开始孩子的妈妈觉得
天热路远，不让过来，她坚持要
来。“现在初中生的压力也很大，

学习比较辛苦，我也帮不上啥
忙，这是做姥姥的一点心意。外
孙还不知道我来，给他个惊喜。”

一场中考牵动了考生亲人
的心。12日当天中午晒得厉害，
在泰安工作的小徐守着二中门
口，本以为是在等考生，结果她
说，“我妹妹在新泰一中考试，因
为有点事走不开，没法回去陪
考，心里特别着急，专门跑过来
看看这边的情况，寻求一个心里
安慰。”小徐说，妹妹数学不大
好，刚刚听到不少学生抱怨数学
难，很担心，想问问妹妹考得怎
么样，但怕影响后面的考试，也
不敢打电话。

一中考点，一位家长和孩子因报志愿产生分歧。 本报记者 白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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