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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中考

学考两个“新政”都是利好，对考生来说———

分分数数段段出出来来再再报报志志愿愿省省得得抓抓瞎瞎

看到分数段再报志愿
考生心里更有底

12日，在泰安一中青年路校区
考点门外，家长们讨论最多的就是
今年的学考新政。

一位家长说，她女儿平时的成
绩在级部100多名，在泰山区的成绩
大概在1000多名，泰安一中青年路校
区今年录取人数也是1000多名。她比
较困惑，到时候孩子考出成绩来也
不知道名次。几位家长也都很迷茫，
不知道该如何给孩子报志愿。

其实，家长不必担忧。据了解，
今年泰安学生可根据实际情况，分
两次选择和填报志愿。考试分数公
布后，同时以分县市区为单位公布
文化课分数段，分两次组织学生公
开征集志愿，每个志愿填报一所高
中学校：第一次填报指标生、艺体
生、统招生志愿，第二次填报剩余
统招生计划学校志愿、择校生志愿
和是否服从调剂志愿。

通过这种公布分数段的方式，
可以减少考生志愿填报的盲目性，
降低填报志愿风险，增加考生选择
机会，提高考生及家长志愿满意
度，使考生及家长可以清清楚楚报
志愿，明明白白选学校。

“假如一个学生的分数段成绩
处于前1000名，那么他报考泰安一
中青年路校区肯定没有问题，毕竟
前1000名不一定都报考一中。”泰

安一中青年路校区一位老师说。
泰安市实验学校赵红军老师

说，先出分，对于二中和泰中等学
校招生也有好处，往年，很多孩子
不知道成绩，都抱着试试看的角度
报一中，而今年，如果知道了分数
段，他明知进不了一中，肯定会比
较理智的报考二中。

先录指标再录统招
中上游学生机会多
一位学生家长比较困惑，他

说，按照往年政策应该是统招生，
不占用指标生名额，而今年，则占
用指标生的名额。学校的高分生占
用一部分指标生名额，而自家孩子
学习不是很优秀，少了很多优势。

泰安一中一位老师说，其实这
只是一个个例，往年先录统招生，
学习拔尖的孩子会被录走，等到再
录取指标时，各个学校间的差距就
特别大，今年应该相对录取成绩会
平稳一些。

泰安市实验学校老师说，先录
指标生其实对不同生源质量的初
中学校影响是不同的，往年的统招
生分数线分数过高，很多片外学生
都很有压力。而现在，对于一部分
片外刻苦学习成绩在中上游的学

生来说，有了更多的机会。“参与统
招竞争的学生，比往年的分数档竞
争要低一些。”

泰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称，实
行“先录指标，再录统招”，更有利
于促进初中学校提高教育教学质
量，使初中学校完成指标生招生计
划外，去考取更多的统招生、择校
生计划。

看看孩子成绩
不必都“抢”名校

今年“学考”志愿填报模式完
全向高考看齐，不少家长会担心高
分考生都看清分数段选报名校了，
普通高中会不会招不到好生源。

日前，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
对于部分薄弱高中来说有些许影
响。“以前先填志愿，一些高分考生
因为填报志愿不准确可能落入第
二志愿录取，而今年，我们要高分
生的机会可能会少。”泰城一所高
中负责人说。

不过有老师称，今年有六成初
中毕业生会走入普通高中，城区内
普通高中的差距不是太大。

“不一定非得去相信名校，在
合适他的地方上学才是最好的。”
一位家长说。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见习记者
闫克杭 ) 数学科目开考前，在

泰山中学考点外，一位带队老师身
旁围着一大帮家长，他想想让老师
帮忙给已经进考场的孩子送硬币，
但很多人都不知道硬币送进去有
什么用。

上午8点，初中学考数学考试即
将开始，考生已经陆续进场。记者在
泰山中学考点外发现，一大群家长
围着一位带队老师，每位家长手里
拿着一枚一元和一枚五毛的硬币，

想请老师帮忙给学生带进去。
几位家长翻遍了钱包也找不

到硬币，急忙找身边的人换钱，“你
好，你有一块和五毛的硬币吗？能
换给我两个吗？”有一位家长问了
一圈之后没换到，她忙跟带队老师
说：“老师，您稍等会儿，我去对面
小卖店换两个，马上回来。”

当记者问到这硬币是做什么
用时，却没有一位家长说得出来。

“不知道干嘛用的，我看别的家长
都往里送，我的孩子也不能没有

啊！”一位家长表示。帮忙送硬币的
带队老师也不知道硬币是做何用，

“这个我也不清楚，但既然家长要
求，作为老师就应该帮忙嘛！”

据另一位带队的邵老师推测，
送硬币可能是为了数学考试中有
画圆的题目，避免圆规在试卷上扎
眼儿被当做留记号，“其实没必要，
扎个眼儿不会影响判卷的。”

考试结束后，几位考生称试题
中并没有关于硬币的题目，也没有
要求画圆的题目。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杨思华 ) 12

日上午，学考数学科目考
试结束，大部分考生表示
试题难度挺大，很多人表
示时间不够用。有名考生
在一道难题上，耽误近半
小时。

“我孩子平时数学成
绩一般，不知道今天考试
发挥怎么样。”一位家长在
考点外担心。10点30分，数
学考试结束后，考生陆续
走出考场，跟同学相互交
流着考试内容。

很多考生情绪明显不
高，“完了完了，我数学肯定
完了，有两个大题我都不会
做，最后一个题求坐标，老
师上课讲到过这类题，但是
我就是想不起来怎么做
了。”一位考生一见到家长
就忍不住开始诉苦。

一名考生说，数学大
题分值高，一个题就11分，
本来指望靠大题多拿分，
结果在第一个大题上就遇
到了问题。“前面选择、填
空都基本还可以，第一大
题是跟方程式有关的，我
光在这一个题上就耽误了

近半个小时，最后虽然答
上了，但是不确定对不
对。”这位考生说。“要是再
给我半小时我肯定能做
完。”另外一位没答完题的
考生对同学说。

也有考生认为数学难
度还可以，六中新校的马
龙告诉记者，除了倒数第
二题第二问有些拿不准，
其他题问题不大。“感觉这
次考得应该还可以，是正
常发挥，差不多能考115分
左右。”马龙说。

12日下午1点半左右，
不少送考生的家长在泰安
一中考点外讨论孩子数学
试题难的问题，“孩子说平
时选择题做20来分钟，今
天做了接近半小时。”一位
家长说。

迎胜中学一位数学老
师说，他没见到试题，但是
听学生说多少了解一些。

“有些题可能稍微有些难
度，但是解题思路正确的
话基本上没问题，平时也
让学生加强过难度训练。
题目虽然难，但对大家来
说都难，所以不用太有压
力。”

本报泰安6月12日讯
(见习记者 闫克杭) 泰
城考生闻阳(化名)11日晚
上突然发高烧，凌晨3点烧
到39 . 2℃，后来到中心医
院打吊瓶。12日早上7点30

分，吊瓶还没打完，他就拔
了针参加数学考试。

12日早上，在泰山中
学考点，两名男子扶着一
个女孩走进考点。经了解，
这名考生叫闻阳，就读于
泰山学院附中。据送考生
进考点的带队老师邵红兵
介绍，孩子前一天考试还
挺正常的，但孩子家长早
上6点多给他打电话说，孩
子发高烧，希望带队老师
能把孩子送进考场。

由于闻阳的父亲不放
心，邵红兵给他借了一个
带队老师证，两人一同搀
扶着闻阳进入考场。“我跟
监考老师交代好了，要老
师多关注孩子，要有什么
异常，监考老师会马上处
置。”邵老师说。

闻阳的母亲司女士
说：“前一天的考试孩子一
直正常，也没乱吃什么东
西。”前一天下午，闻阳小
睡了一会，起来之后，感觉
不舒服，就趴在桌上。司女
士给女儿做好饭后，敲门

叫女儿吃饭。好长时间才
叫开门后，闻阳告诉母亲
自己发烧了。拿体温计一
量38 . 5℃，司女士马上带
女儿去了中心医院，闻阳
不愿打吊瓶，拿了些药。

但凌晨三点左右，闻
阳难受得厉害，母亲带着
她又去了中心医院。这时
闻阳已高烧到39 . 2℃，医
生检查后给她进行了输液
治疗。大约早上7:30左右，
输液瓶里的药还剩一大
半，闻阳要求医生给她拔
掉针，去参加考试。

司女士说：“这是孩子
自己的选择。我跟她说，烧
得这么厉害，是要继续治
病还是去参加考试，让她
自己选，而她坚持要去考
试。”远在莱芜工作的孩子
父亲闻讯特地赶回来照
料，父亲对闻阳说：“病得
这么重，不行就别去考试
了，身体重要。”但闻阳坚
持要参加考试。

考完之后，闻阳走出
考点，司女士忙上前扶住
孩子用手摸了摸孩子额
头试体温，并询问身体状
况。闻阳对母亲说，上午
状态还行，题答得也还可
以，就是考试过程中老是
发困。

数学题有些难
压力也别太大

吊瓶还没打完
拔针去赶考

担担心心试试卷卷上上圆圆规规扎扎个个眼眼
家家长长““送送””硬硬币币让让孩孩子子画画圆圆

今年，泰安初中学考首次
实行“先出分后报志愿”、“先录
指标再录统招”几项新政策，很
多家长都很关注。教师称，出分
数段再根据学校录取名额报考
学校，也减少了成绩好的学生
掉在“漏空”里的可能性，而先
录指标避免名校“掐尖”，对片
外学习在中上游的学生比较有
利。

文/片 本报记者 白雪

数学考试结束后，一位女生边哭着边走出考场。 本
报记者 白雪 摄

带队老师收硬币，并记录考生考场座号。 本报见习记者 闫克杭 摄

一位家长咨询老师报志愿的问题。


	S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