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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 不仅仅是一个人在奋战
本报记者 王红左丽慧 实习生 禹蛟龙 文 丁友明 图

6月7日上午9时，全省85.5万名考生在
29247个考场内，开始了人生中一次大考。

在重大人生关口面前，每个考生表现各
异、神态不一；而在考场外，更多的家长们也
在“无怨无悔”地一同接受“考试”。昨日，本
报记者走近考场，记录考场“万象”——有坐
着轮椅上“战场”的残疾考生、有走错考场的
考生、有忘带身份证的考生……当然，也有许
多默默无闻为考生服务的人们。

大家都在为高考尽力
7时 10分，市区惯常的早高峰还没开始。十九

中考点紧邻的中原路与百花里交叉口、伊河路与百
花里交叉口处，两组警力早早设好了警戒线，并有专
人负责排车，疏导交通。

为了让考生们有一个安静畅通的考试环境，高考
当天，郑州市交警大队派出1600余名交巡警全员上
岗，每个考点都配备4名民警和警用摩托车，遇到试卷
迟送、考生迟到、坐公交车或汽车堵塞等特殊情况时，
负责紧急接送，如果考生遇到路况不熟、堵车等情况，
都可拨打110求助，民警将以最快速度帮助解决。

8时 10分，一辆贴着“绿丝带”的爱心送考出租
车停靠在十九中考点，来自登封的燕女士和女儿已
经下了车，还一连向着司机说谢谢。“我就是想给孩
子们帮点忙，这种时候，谢谢俩字，比赚多少钱都让
我觉得爽！”陈师傅说。

从 2007 年首届开始到 2010 年，爱心送考已经
成功举办四届，爱心车辆从最初的 6000辆增加到 3
万余辆。5年积累，而今，爱心送考活动已经成为我
省最有影响力的公益活动之一。

考场内外

广角镜头

志愿者比考生起得早
清晨6时，还没等夏日的艳阳露出面孔，位于高

新技术开发区枫杨街的郑州外国语学校考点门前已
经出现了不少志愿者忙碌的身影。

搬桌子、支帐篷、摆凳子、抬水桶……河南工业
大学管理学院大一学生樊陆彬和同学们一边忙着，
一边商量，“咱把凳子尽量都放在树荫下，省得一会
儿考生和家长被太阳晒着；纸杯要先盖上塑料袋，别
让落灰了；再确认一下铅笔，是不是都削好了……”

“考试9点才开始，你们怎么来这么早？”面对记
者的问题，这些年轻人腼腆地笑了，“我们是给考生

‘加油’的，怕堵车耽误事儿，也怕来晚了布置现场会
给考生‘添乱’。”

6 时 50 分，准备工作告一段落，2B 铅笔、橡皮
擦、签字笔、三角板等考试用品以及常用药品也都排
列得整整齐齐，已有性急的家长带着孩子三三两两
来到志愿服务站。迎接他们的，是年轻志愿者们真
诚的微笑。

放松心情上“战场”
高考期间，考生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但

他们脸上却很少看到沉重、焦急的神情。
当他们三三两两地步入考场时，大多数考
生的脸上都带着浅浅的微笑。高考是一个
转折点，但现在的学生早已懂得良好的心
态是事半功倍的先决条件。

“你昨晚看新闻了吗？”“你听的是谁的
歌？”7时 50分左右，在郑州外国语学校考
点外，早到的考生们在轻松地聊着天。记
者发现，不少考生都是结伴而来，没有家长
的陪护。来自郑州中学的考生小李告诉记
者，他平时上学都是自己一个人，高考不应
搞特殊，“作息时间要和平时一样，否则可
能影响状态。”

8 时，考点外的人群越聚越多。很多
由家长陪护的考生一到现场，就一头扎在
同学堆儿里，谈笑自若。“高考没有想象中
那么紧张，可能是三场模拟考下来，感觉没
什么特别的，就当一次普通考试来看待呗，
正常发挥就行！”田同学说着说着，露出了
自信的微笑。

8时25分，在市十一中考点，考生准备
进场了。“无论是心理状态还是知识储备，
我都准备好了。”考生朱佳一边说一边向远
处的妈妈做出一个“V”字型的胜利标志，
转身走进考场。

陪考表情

家长比孩子紧张
考场里，考生坦然自若；考场外，家长

们却神情紧张。
“昨晚，儿子睡得很香，我可是紧张得

几乎一夜没睡！”在郑州二中考点，来自永
城的陪考妈妈田女士告诉记者：“虽然明知
住的酒店离考场不远，可还是担心迟到、担
心意外，很紧张。”

昨日，所有考场门前都聚集着不少
家长。他们中，有的从早上送孩子进考
场开始，就一步都没离开……孩子在省
实验中学读书的一位考生家长不停地扇
着扇子，焦急地等待。他说：“我比孩子
还有压力，这几天都没有睡好觉，专门向
单位请了两天假陪考。”另一名考生家长
则是认真地翻阅考生报考手册，耐心地
等待。“孩子不想让我来，我说这是妈妈
的一片心意，在考场外等比在家等还安
心点。”

“隐形”陪考的亲人
15时 10分，骄阳照射着大地，蒸腾起

一片暑气。静静的考场外，家长们分散在
阴凉处或坐或立，一边交谈，一边时时瞟一
眼校园。

“我只想远远看着他。”在省实验中学
考点大门口，51岁的郭杰贞不停地擦去额
头上冒出的大颗汗珠。“孩子早跟我说了，
叫我不要来送考，免得紧张。”郭杰贞说：

“可自打孩子出门，我整个心就揪起来，上
午前半场我强忍着没来，可心里像猫抓，做
什么都心慌，最后干脆打车赶到考点。其
实下午这场我两点半就来了，怕儿子看见，
提前一个路口我就下车了，远远看着他跟
同学在一起，有说有笑的，我多少心里放心
点儿。这孩子平时成绩不错，只求他能正
常发挥……”

在十九中考点外的人群中，一位满头
白发的老人特别引人注目，她一手撑起遮
阳伞，一手拎着塑料袋，袋子里装着苹果、
甜瓜等各种水果。她说，孙子不知道她今
天过来，她要给孙子一个惊喜。

“语文试题难度感觉一般。”“作文不限
文体、题目自拟，写好不容易！”11时30分，
随着考试结束铃声的响起，考生陆陆续续
走出考场。采访中，大部分考生认为语文
试题难度一般，但作文要出彩不容易。

今年是河南高中课改后首次高考，语
文考试采用的是全国新课标卷。来自 16
中的一名考生告诉记者，语文题型、顺序、
分值都跟平时训练的一致，只要做好了考
前的训练复习，答题基本没什么问题。两
名男考生也告诉记者，今年作文题根据材
料写作文，不限体裁、题目自拟，给自己很
大的发挥空间，最大优点是“不容易跑题”，

但缺点是不容易写得特别出彩。
今年我省的语文考试的作文题目是

《中国崛起的特点》。
对于作文题难易程度及特点，郑州外

国语学校高三语文老师梁焕敏表示，从审
题要求来说：今年的作文题可谓稳中出新；
不是让考生选准角度或任选角度，而是选
好角度写作，即让考生选恰当的、合适的、
也应是利于自己认知的写作角度来写作，
所以考生如果思维惯性，没有审清题目的
一贯要求中的变化，写作就不能放开手脚，
也容易流于空泛。

梁焕敏认为，根据这样的题目写作文，

与考生平时的积累、阅读素养联系不太大，
而紧扣时代热点、时事，要求考试平时对这
方面内容比较关注。比较好的写作方法有

“化大为小”，考生不要面面俱到，只需要选
择一到两个点进行创作即可。“大部分学生
都反映，作文题目让他们感觉到有话可说，
但说出来没底，因为题目中出现了‘选择恰
当的角度’而不是过去的‘选准角度’。”梁
老师表示，“选好”不同于“选准”的地方就
在于，选择符合学生自己情感体验、自我认
知的角度就是“恰当的”角度。

此外，不少考生也反映今年语文阅读
选择题有些“不顺手”，对此梁焕敏认为，考
生对阅读选择题“拿不准”，而在基础题型
上反映难度一般，说明阅读理解还有一定
难度，而整体出题风格较稳。

科目直击

“没想到数学试题这么简单，考个 130
分没问题！”昨日下午，数学考试结束后，郑
州七中高中部一名学生面带微笑地走出考
场。据该校高三数学老师闫慧介绍，从他
与学生的交流来看，同学们基本都反映试
题难度不大。

郑州外国语学校有着几十年教学经验
的李明成老师也表示，虽然没有见到原题，
但从学生的反映来看，今年数学试题不
难。“尽管是新课改以后的第一次高考，但
考试的题型跟平时复习和老师讲到的一
致，只要考生认真复习，考好数学没问题。”

李明成提出，今年的考题与过去老高考也
有所不同，如三角数列、概率等内容的体型
过去较少出现，也出现在了今年的高考试
题中，“但总体来说，数学题型平缓、不刁
钻。”

“如果普遍反映难度不大，可能会在阅
卷上扣得更严。”闫慧认为，由于考生数学
分数不易拉大，只能在答题步骤等方面来
严格要求，这样才能稳中求胜。

考后切忌立马对答案
郑州二中校长王瑞建议，考生要考完一科丢一

科，考后不要与同学互对答案，因为同学的答案也不
见得就是标准答案，不一定正确。即使考生某科发
挥不好，也不要过于后悔自责，避免产生慌乱心理，
影响到下一科目的正常发挥。王瑞特别强调，考生
在考完试后，要特别注意收拾好自己的随身物品，尤
其是准考证和身份证不能丢失。上午离开考场后，
考生要尽早休息确保下一场考试精力旺盛。另外，
在考试期间，考生的学习、活动和作息时间不要随意
改变，避免打乱已经形成的生物钟。

部分考生，尤其是高考第一天后，平时成绩较优
秀的考生往往觉得语文或数学没发挥出应有的水
平，会产生情绪波动，甚至觉得今年高考没戏了。这
时候，家长应及时开导和鼓励考生，要让考生明白，
自己发挥不好，有可能是因为题目较难，而别人也不
一定能考好，调整好心态，在余下的考试科目中正常
发挥，才是考生应有的心态。

语文 作文出彩有点难

数学 题型平缓不刁钻

两考生走错考场弃考
首门高考科目结束后，省会 91088 名

考生中有的显得很沮丧。
语文科目开考前 7分钟，在郑州十九

中考点（初中部），一名身着白T恤的女孩
乘着警用摩托飞奔而来，下车就直冲进考
场。送她赶来的交警三队民警告诉记者，
他本来在位于兴华南街与陇海路交叉口附
近的十九中（高中部）考点门前执勤，发现
这个女生慌慌张张的，说走错考点了，就立
刻载她赶考，好在没有误了考试。

8 时 55 分，百花里十九中（初中部）
考点前，两名男生晃晃悠悠走了出来，原
来他们也是走错了考点，应该在高中部
去考试。围在门前等孩子的众多家长
们，一个个都在替这俩考生着急，不停催
他们“赶紧打 110”。和这些叔叔阿姨们
焦灼的心情正好相反，这俩男生倒是一
脸坦然：都这点儿了，赶过去也来不及
了，算了，不考了。听到这回答，众家长
一片叹息。

昨日，在郑州一中考点，一位送考家长用摄像机
记录孩子走进考场的瞬间。

昨日，在郑州市一中考点外，志愿者们给陪考家长送上遮阳棚、塑料凳、清凉油、防中暑药等物品。

据央视报道 昨日，全国 933 万名学
子奔赴考场。上午 11时 30分，第一门考
试科目——语文，正式结束。像往年一
样，试卷上的作文题目，仍然是考生和家
长，乃至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5月17日，当中国队以包揽全部冠军
的成绩，结束鹿特丹世乒赛后，国球“独孤
求败”的现状，引发了人们对于乒乓球发
展的思考。在不到一个月的今天，当它成
为高考作文题目时，有评论就指出，这是
北京作文 35 年来首考体育热点，主题为
乒乓球赛的垄断与竞争，这是距高考时间
较近、时效性较强的题目。既考察了学生
的认识水平，也考察了学生的思辨能力。

同时，在今年的高考题目中，有的题

目却也引发了一定的争论。比如，2011
新课标卷的高考作文题：中国崛起的特
点。题目给出的材料中写到，中国崛起成
为相关机构公布的全球最大新闻。全球
75万家纸媒体、电子媒体及互联网信息，
发现其中报道中国崛起的信息有 3 亿多
条。对于这样的一个题目，有人说这也是
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的一个范例，但同
时，也有专家认为这属于主题先行。中国
有没有真正的崛起，应该是考生自己判断
后的表达。

与一些给出具体事例的题目不同，广
东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是《回到原点》，作
文要求考生联系生活体验与认识，写一篇
自定文体的文章。而对于今年为何这样

命题，高考语文评卷组组长表示，希望能
给考生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这也是广东
省近年来高考作文的命题趋势。

从世乒赛到中国的崛起，再到回到原
点，高考作文，无疑在引导学生关心时
事。而全国卷的“关于诚信”，陕西试卷的

“中国的发展”，这一特征也同样鲜明。
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喻序初认为，近

十年高考作文题目的变化大致分为三个
阶段：2001 年~2003 年，作文题目采用全
国统一命题的形式，内容体现在考生的道
德取向；2004 年~2006 年，全国实行新课
改的省份开始自主命题，题型出现了话
题、材料、命题等多种形式，进一步体现了
社会文化趋势，包含哲理和对美学价值的
追求；2007 年~2010 年，作文题目开始趋
向生活化，要求学生更面向现实生活，特
别是 2009 年以来，题目开始关注人的心
灵世界。 （武明）

高考作文题目仍是关注焦点

昨日，许多私家
车加入到“爱心送考”
队伍，一辆辆飘动着
绿丝带的爱心车穿行
于绿城街头，将考生
载向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