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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上午9点多，在合肥五十中西校（贵池

路校区）考点外的家长候考帐篷里，一位年纪稍大

的家长引起了记者注意。原来，是奶奶修女士送孙

女来考试。回想初中这三年，老人表示有酸有甜，

面对处于青春期的孙女只能“连哄带骗”，“孩子高

兴了，我也就心情好了。”如今在考场外，修女士表

示希望孙女能够把所学发挥出来，尽力就行。

“青春期”“叛逆期”“敏感期”这些词似乎是青

春期的代名词，修女士的孙女也不例外。儿子媳

妇长期在外地工作，孙女的生活起居和学习一直

由修女士照顾，回顾这三年，修女士可以说是“连

哄带骗”过来的。“七八年级的时候特别叛逆，我说

什么都是错的，都要跟我吵架，一开始我也觉得很

委屈，后来想想，只有孙女心情好了，才能更好地

投入到学习中去。”每当这时候，修女士就强忍着

委屈，投其所好，给孙女做点爱吃的，说点她喜欢

听的，也就没事了。

让修女士骄傲的是，孙女学习一直很自觉，每次

考试在班级都是名列前茅。但命运总是喜欢捉弄

人，八年级那年，孙女士的儿子突发脑膜炎，医院多

次下达病危通知书，修女士整日以泪洗面。孙女的

成绩也因此一落千丈，“总分下降了一百多分，老师

找到我询问原因。”修女士为此多次和孙女谈心，

“孙女说看你整天哭，肯定是爸爸情况不好，我担心

爸爸怎么能全心学习呢？”也是这时，修女士欣慰地

意识到孙女长大了，开始操心父母家人了。但即将

步入九年级，如果按照这个趋势下去，考上高中都

成困难。“医生说了，爸爸已经度过了危险期，治疗

好了还跟以前一样，不用担心，你只要好好学习就

行。”修女士只得掩盖住悲伤的情绪，如此哄骗安慰

孙女。庆幸的是，治疗还算顺利，修女士的儿子捡

回了一条命，这样让孙女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步入

初三后，成绩也在稳步上升。

考场外，修女士说，恰逢端午节，希望孙女考上

理想高中，“但是万一考得不好也没关系，能把所学

发挥出来，就很不错了。”

初中三年“连哄带骗”
陪孙女度过青春期、敏感期

中考生忘带准考证，
城管紧急帮忙联系家长取回

星报讯（解立莎 记者 于彩丽） 6月15日下

午，是安徽省中考道德与法治、历史科目。合肥

第六中学考点外，考生们正在各部门全方位保障

中有序进入考场。这时，从人流涌动中逆行跑来

一名考生，一边神色慌张地喊着：“我的准考证忘

记带了，谁能帮我打个电话给我的妈妈！”一边焦

急地向考场周围维持秩序的城管队员杨军寻求

帮助。

杨军了解情况后,一边安排同队人员和考

生家长接洽，确保准考证准时顺利送到考生手

中，一边安慰着考生不要担心，要平复心情，并跟

考务人员协调让其先进考场。14时40分，城管

队员杨军从一路赶来的家长手中接过准考证，及

时且安全地把该考生准考证送达考场，用时仅

15分钟。

在考场外等候的工作人员和家长悬着的

心也终于放了下来。“有这么一群服务我们考生

和家长的工作人员，我们真的很安心，考前给我

们送水、送扇子、送文具、送口罩，突发状况为我

们解迅速补救，解决！他们很贴心，给他们点

赞。”现场一名陪考家长说道。

星报讯（腊梅 孙薇 亚萍 记者 于彩丽） 这

几天，在金湖中学考点，有一名特殊的考生，每

天考完试，一名民警和一名中年女性双手搀扶

着他缓慢地走出考场，因为从小患有非骨肌萎

缩症，双腿无法长时间独立行走的小双（化名），

从小开始矫正，为了这次参加中考，学校开辟了

绿色通道，妈妈每天骑电动车一路送他到考点

外。在此执勤的合肥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一大队

民警邢张超也自愿成为这名考生的“助考拐

杖”。每门考试结束后，民警又上前帮助孩子的

母亲，提上考试物品，双手搀扶他缓慢地步行走

出考场。

这几天，在家长和社区志愿者、学校老师、

民警的协助下，孩子顺利度过了语文、数学科目

考试，他们都自发贴心地当起这位中考生的“助

考拐杖”。

“过去好些年都是我送别的考生和家长去考

试，今年终于轮到我当了一回送考家长。”6月14日

是2021年中考首日，在合肥工大附中考点外，身为

一名出租车司机的王跃民说道。

今年42岁的王跃民，从六安老家来到合肥从

事出租车司机已经有十来年，但这份工作正好与儿

子的小学和初中“撞车”，让他错过了很多本应与儿

子一起共度的时光。“出租车行业与其他工作又不

一样，基本没有休息日的概念，即使是周末、节假

日，白天也得在外面跑。”王跃民说道。

“我儿子是在四十六中上学，但是他上初中这

三年我一直也没能帮上什么忙，心里一直有些愧

疚。”王先生说。虽然如此，在上初中时，王先生的

孩子却没有一次因为缺少父亲的陪伴而吵闹，相反

却对父亲的工作有着超越同龄人的包容和理解。

“有不少次孩子的母亲和我工作都走不开，学校要

开家长会，最后只有孩子一个人面对老师的追问和

同学的眼光，晚上回家后他也从没向我们抱怨过，

学习也是一直很认真。”

“送他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考试别紧张，

别有压力，正常发挥就行。”王先生表示，由于种

种原因，自己当年并没有完成高中学业，希望孩

子可以好好发挥，未来三年拥有一个多彩的高中

生活。

点赞！中考生的“助考拐杖”

“现在初中生压力确实大，我们做父母的只能

做好减压服务，不能再给孩子增压了。”提起今年正

在参加中考的孩子的成绩，孙先生深有感触。

孙先生告诉记者，儿子在七八年级的时候成绩

一直不错，步入九年级，中考越来越近，感觉孩子的

心理压力也大了很多。“以前都是晚上十点半左右

睡觉，进入九年级，他说班级有的同学都学习到十

二点多，自己也想多学一会。”孩子有上进心，孙先

生和妻子也不好干预，怕打击其积极性。

然而，让孙先生和孩子不解的是，每天牺牲一

小时睡眠熬夜苦学并没有换来成绩更进一步，几

轮考试下来，反而觉得不如以前了。“是周围人更

用功学到一点多了吗？”孙先生和妻子多次向其他

学生家长打听，和孩子一起探讨分析成绩不理想

的原因。

一个偶然的机会，孙先生和同事提起这事，同

事的话让他恍然大悟。“他跟我提起自己女儿读高

中的时候，也是拉长复习战线，每晚学到十二点

多，但是成绩却并不理想，后来索性跟孩子商量，

该休息休息，该学习时集中精力学习，成绩反而有

所提升了。”孙先生把这一建议说给孩子和妻子

听，协商一致后，孩子也重新制定了学习计划表，

“每天保证晚上7小时的睡眠，基本上晚上11点休

息，早晨6点左右起床。”经过一段时间尝试，儿子

的成绩果然有所提高了。

6月14日，在五十中西校（贵池路校区）考点

候考的孙先生感慨道：“学习还是不能打疲劳战，

很多家长可能会陷入这个误区，其实熬夜苦学未

必有助于提高成绩，劳逸结合更有利于孩子身心

成长。”

熬夜苦学未必有助于提高成绩

因工作“聚少离多”
盼未来三年孩子拥有多彩高中生活

经验分享:初中生家长要学会“陪读”
中考已经临近尾声，初中阶段即将画上句号，回顾初中生涯，家长们是如何引导孩子学习，做到青春期

不迷茫的？记者兵分多路，随机采访了一些家长，分享针对初中生生活学习的一些经验，供未来的初中生

家长们参考。 ■ 记者 于彩丽 唐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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