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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担心孩子有压力
家长偷偷陪考

你你在在考考场场里里头头 父父母母在在外外头头
放心不下，一些考生家长全程在场外陪考

本报枣庄6月8日讯 (见习
记者 孙越) 7日上午11时，随
着铃声响起，高考首日的第一
场考试结束了。在滕州市二中
新校门口已聚集了不少家长，
他们都在期盼着考生走出考
场。

7日上午8时左右，记者来
到滕州二中新校看到，在距离
校门口约1000米处，与益康大
道的交接点已被扯上禁止通行
的横线，禁止除送考生的公交
车外的其他车辆入内。8：30分

左右，不少家长叮嘱考生检查
毕业证、身份证等考试用具，

“再检查一遍，可别忘带了。”张
女士再次嘱咐。而在一旁的考
生，一边认真地检查一边说：

“妈，我都检查三次了，考试证
件和用具我都带了，你别担心
了，不说了我进考场了啊！”说
着就转身走入考场，而张女士
则是在原地守望着孩子。

张女士告诉记者，儿子平
时挺粗心大意，高考是人生的
大事，就更得让儿子多检查几

遍才行。就在此时，9点考场里
的铃声响起，不少家长也相继
离开了考场附近，可张女士始
终不放心儿子，继续守候在校
门外。

与张女士一样，考场外的
陪考家长满心放心不下考生。
市民王先生说：“咱们辛苦把孩
子拉扯大，在孩子人生中最重
要的时刻，自然不能让他有太
多压力，只有轻松应考才能在
考场发挥。”另一位市民赵先生
则说：“高考是孩子人生最重要

的时候，是要让他放松，但也不
能过于放松，要有个度。”该怎
么做才是最合适的，家长们也
在揣度。

11：30分，铃声响起，经过两
个半小时的等待，陪考家长们纷
纷开始向学校里张望，希望能在
陆续走出考场的考生里，找到自
家的孩子。记者看到，许多家长
眼中都饱含对考生的期盼，待
考生出来后轻轻细语，关注着
考生的心理动态，默默地为孩
子奉献自己那份独有的爱。

一年一度的高考结束了，
为了照顾孩子，高考期间一些
家长选择请假陪考，但又担心
被孩子发现后会有压力，所以
偷偷在考场外等候。

“我感觉自己的压力比孩
子还大，即使在单位上班，心
里也静不下来，所以干脆就请
假 了 。但 为 了 减 轻 孩 子 的 压
力，我一直没告诉女儿我请假
陪她考试的事。”一位李姓家
长告诉记者，她之前曾给她女
儿 说 ，要 请 假 陪 她 参 加 高 考
时，她女儿则劝她正常上班，
只有那样她才能轻松应考。

考生家长孟女士介绍，她
的孩子是复读生，为了能更好
地照顾孩子，她专门向单位提
前请了两天的假。“孩子不让

陪，我们是偷偷来的。”记者注
意到孟女士从家里拿来了板
凳，坐在树荫下，一边看着报
纸一边等着孩子。原来孟女士
的孩子去年报学校时没有选
择好，就选择了复读，在孩子
又要开始高考的前四五天里，
孟女士一直睡不着觉。

“考试前几天，我问孩子
是否需要我陪她考试，她说不
让我去。”孟女士说，但她在家
里坐不住，所以就过来了。一
上午的时间孟女士都坐在门
口等待孩子，不时看看手机上
的时间。当考试快结束时，孟
女士便离开。“孩子不知道我
来陪她考试，我不想打扰她。”
孟女士说。

本报记者 李婷婷

五岁娃娃来陪考
给“老大”加油

本报枣庄6月8日讯 (记者
杨霄 ) 7日上午，记者在枣庄三
中西校考点外看到，开考后仍有
部分家长不愿离开。其中，不少小
朋友也来充当“专业陪考”，而5岁
半的付怀哲就是其中一个。

“今天我姐姐参加考试了，我
妈妈说姐姐考完就能上大学了。”
今年5岁半的付怀哲和妈妈一起
在考点外等候，“姐姐是家里的老
大，我是老小，我什么都听她的。
姐姐学习可厉害了。”当记者问道
他希不希望姐姐到外地上学，小
家伙有些沮丧：“我不想让姐姐
去，但是我妈妈说，姐姐学校放假
的时候会回来的，再说，等我长大
了我也就能坐飞机去找姐姐。”付
怀哲告诉记者，今天早上姐姐准
备好要出门的时候，他特别高兴，

“我专门跟姐姐说了一句，老大，
加油！等一会姐姐考完试，我还得
跟她说。”

“陪考也使不上劲，
回家做好后勤”

7日，一年一度的高考正式
拉开大幕。与往年不同的是，记
者在市中区枣庄三中等多个考
点看到，今年陪考家长明显减
少，很多家长看着孩子走进考点
后便转身离开。

6月7日早晨八点半，记者在
枣庄三中西校考点外看到，考生
开始陆续走进考点。到八点四十
五分左右，考点门前已经基本没
有考生了。同时，记者发现，送完
考生的家长们也开始陆续离开，
至九点，大部分家长已经离开，
只有少部分在考点外的遮阳棚
下等候。“在这里等着也没用，瞎
着急。”一位推着电动车准备离
开的家长说，把孩子送到考场任
务就算完成了，现在回家去做
饭。“高考的时候，家长其实比学

生都紧张，我在这里也帮不上
忙，还是回家比较好，等到快考
完的时候我再来接他。”一位家
长笑着说，自己在考点外也是瞎
着急，还不如回家凉快去。

“等孩子开始考试了，我就
回去准备午饭。”前来送考的王
先生告诉记者，“孩子在里面考
试，家长在校外陪考除了担心也
帮不上忙，不如回家做好后勤工
作。”

9点钟，开考铃声响起。公安
交管部门都已到位，拉上警戒线
确保考场周围环境有序，校外守
候的家长也开始陆续离开。开考
20分钟后，考场外除了公安交管
部门和服务人员，考场外只有少
量家长选择了坚守“阵地”。

本报记者 杨霄 于鹏

家有考生

五年前我参加了高考，在完
成四年大学学业，外加工作了一
年后，我的弟弟也迎来了他的高
考。和很多家长一样，在我父母眼
里，高考最终将决定你以后人生
的高度。所以从进入五月，家里便
整体进入“备战”状态。

因为住校，在进入高考冲刺
阶段后，弟弟只有在周六才回家
半日换取一包干净的衣物，而每
当这个时候，平时中午忙的都没
时间回家吃饭的老妈，会特意腾
出时间给自己的儿子准备午饭，
并且还特意增加了他一周的生活
费。就连平时不怎么会用手机的
姥爷也特意在舅舅的帮助下，打
来电话询问弟弟的状态。

但在言语上，父母都很刻意
的不去提考试不要紧张，好好考
试之类的话，也尽量不让自己的
关心显得过于夸张，所以直到进
考点的那一刻，老爸、老妈说的最
多的还是“吃好、喝好、照顾好自
己”。7号是高考第一天，我趁着工
作之便来到弟弟的考场外蹲点，
希望考完第一场的他还是能够第
一时间得到家人的鼓励。虽说有
太多关于他考试情况的问题，但
总也是忍着没问。不过最后还是
他没忍住自己爆起了料，感慨作
文题目的纠结，还惋惜一道会的
填空题却写错了位置，白白丢了
几分。因为不会太委婉的安慰这
个从小总是被我“欺负”到大的弟
弟，我便用平时俩人嬉闹的方式，
在考点门口和他上演了“恶霸姐
姐欺负高考弟弟”的一幕。虽然不
知道有没有起到安慰的作用，但
至少让他觉得今天和平时并没有
什么两样。而就在同一天下午，接
到弟弟的电话后，平静工作了一
天的老妈火急火燎的就买了一大
箱矿泉水送到了学校。

直到考试全部结束，老妈终
于有机会了解弟弟的考试情况
了，谁知大小伙把自己在学校的
东西丢上车之后就急急忙忙和同
学彻夜狂欢去了，弄的老妈直说

“这小子没良心”。但其实我知道，
为了让弟弟考试结束后能好好放
松，老妈早就提前给他准备好了
去黄山游玩的票，只是忙着和同
学聚会的弟弟还不知道有这么个
惊喜等着他。

(韩微)

在考场外，家长们顶着骄阳在等待着。本报记者 杨霄 本报通讯员 孙晋之 摄

又一场考试即将结束，家长早已站在烈日下等待考生。 本报记者 赵艳虹 摄影报道

考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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