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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寒窗磨一剑，只待今朝问鼎时。
6月7日，微阳初绽，全市2.8万余位高考考

生走进考场，战鼓擂起，以笔为剑，初试锋芒。

提笔
喊出征战高考最强音

7时35分，闽南师大附中考点。
“字要认真写！别紧张。”“来，再给爸爸

抱一抱！”“天气热，中午要不要来碗绿豆
汤？”……考场外，盈满了家长对考生的声声
叮咛。

“高考加油——”学子们三五成群围成一
圈，掷地有声喊出征战高考最强音，在进考场
前互相鼓劲打气。送考的老师汗流浃背，拍
着孩子们的肩头，热情高涨地给每位考生加
油。“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就祝自己发挥正
常吧。”来自漳州五中的考生小刘说。在一旁
的考生小吴则诙谐打趣道：“就祝自己考的全
会，懵的全对吧哈哈。”

红色，依然是考场外最抢眼的颜色。不
少家长为了给孩子讨个“好彩头”，穿上了红
色衣服，手捧向日葵。家长庄舒静今天特意
换上了平时不太穿的红色连衣裙，“希望孩子
能够红红火火，旗开得胜”。

8 点，考生开始有序进入考场。来自安
徽，来漳务工的孙芳，看着孩子走进考场，顾
不得擦额上的汗珠，直到开考的铃声响起，她
仍旧站在校门外，垫脚张望……孙芳说，要一
直等到考试结束，“让孩子一走出考场，一眼
就能看见妈妈”。

“高中这三年，孩子真的辛苦了。”孙芳的
声音些微哽咽，她形容，三年考学，孩子就像
拧紧的发条，丝毫不敢松懈。她细数着孩子
晨读、跑步、精确到分的日程表；看着孩子，每
天没有午休，日复一日埋头题海，“一学期做
完的习题，垒起来足足有一米高”，孙芳用手
比划着，既心疼又欣慰，“走过高考，孩子一定
能养成受益一生的坚持与坚韧”。

高考期间，“吃什么”也是家长关切的
重点。考试期间，家长给孩子准备的备考食
谱中，哪道菜出现频次最高？记者随机询问
了数位学生家长，发现大家多数会选择清淡
又营养的饭菜，包括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豆腐

等素菜，以及虾仁、鸡肉、鱼等营养丰富的荤
菜，还有杏仁、核桃等“补脑神器”。家长戴建
庭这段时间在食谱上没少花心思，只为全力
配合孩子。“给孩子做的菜一般荤素搭配，既
要营养均衡还要干净卫生。”戴建庭说道。

有爱
开启“暖心护考”模式

为了给莘莘学子创造安静舒适的应考环
境，不少学校做细做实高考服务保障各项工
作，开启了“暖心护考”模式。

记者在闽南师大附中看到，学校在校门
口设置了由若干顶帐篷连接起来的学生入校
检测通道，校内也搭有若干顶帐篷、设立人行
遮阳通道，供候考考生由候考点进入考室。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各考点全面启用
了智能安检门，今年闽南师大附中考点配备
了两个智能安检门，数秒钟就能快速完成一
位学生的安检工作。据悉，今年，我省所有考
点均配备使用了智能安检门，实行“1+1”安
检方式，即所有考生进入考点时，接受智能安
检门检查无异常后，才可进入考点。在考生
进入考场前，考生需接受金属探测仪检查，确
保把手机、手表、电子手环、无线耳机等电子
通信设备拦在考场之外。

据闽南师大附中考点高考考务负责人、
教务处副主任苏玉红介绍，今年学校所有考
场均安装有空调及空调隔板，隔离考场采取
空调、风扇等方式，为考生创造清凉的考试环
境。“针对考生来自不同学校的情况，学校还
设立了考生休息室，提供矿泉水、绿豆汤、备
用考生应急药品。每个考场还为考生准备了
毛巾，让考生备用等。”

合笔
即将开启的人生考场

11时30分，铃声响，停笔，交卷。考场内
喧腾起来，考场外也挤满了家长。

抬着头，眯着眼，家长陈文虾一眼就看到
儿子陈嘉祺走出考场。她快步走上前，揽住
儿子，端上水果问：“考得不错？”

陈嘉祺点着头：“还行吧，关关难过关关
过啦。”三年前，陈嘉祺从云霄考入闽南师大

附中的创新班，今年高考，陈文虾和家人特意
从云霄赶来市区驻点陪考，“离儿子近点，心理
上感觉陪着儿子一起在应战”。高考完，陈文虾
计划带孩子开启冲浪旅行，“要把孩子三年失去
的娱乐活动补回来，这三年孩子太辛苦了”。

2022届厦大附中毕业生、就读于浙江大
学的陈舒赫用诙谐的语气，对今年高考的学
弟学妹说：“放轻松，高考就是去考场上整点
分数回来而已。”在陈舒赫看来，高考既不是
学习的终点，也不是成功的起点。2022届厦
大附中毕业生、就读于复旦大学的陈书灵说，

越过高考，唯一的变化在于，你不再被当孩子
看了。陈书灵用陈奕迅的一首歌送给即将开
启新征途的学子：“不要紧，山野都有雾灯，世
界上多少个缤纷乐园，任你行……”

高考首日，万千学子穿过悠悠校园。脚
下，他们的人生考场也开始渐渐铺展，未来仍
有无限可能，无限梦想等待发生。

谁知道呢？
航天员桂海潮，那个6岁躺在山坡放牛牧

星的孩子，36岁时真的去天上摘星星了……

⊙本报记者 陈慧慧

又到一年高考季，
昨天漳州考生刚刚结束
了一天的考试。语文与
数学考完，考生应当如
何调整心态，专心备考
后面几科的考试。为此
记者采访了漳州一中的
王龙祥老师。

高考第一天考完，
有 些 考 生 在 走 出 考 场
后，很容易听到相关讨
论的声音，也有可能会
接 触 到 语 文 和 数 学 答
案，每位老师都是千叮
咛万嘱咐，告诫考生千
万不要对答案。王龙祥
老师觉得，出考场后考
生 听 到 相 关 讨 论 很 正
常，建议考生不要过多
地在意别人所讨论的作
文审题立意和数学解法
思路等问题，因为阅卷
评价的参考维度尚不明
确，不要让不确定的信
息 给 自 己 带 来 心 理 困
扰。“至于可能会出现的
答案，考生更是没有必
要去核对，考试结束后，
还是要把心思和精力放
在第二天的备考调节上。”王龙祥补充道。

第一天考完后，考生应当如何面对第一
天考的两门科目，后面四科应当以一种什么
心态去面对？王龙祥觉得最正确的做法是

“考一科放一科”，考生应当做到考完一科就
放下一科，每一科考试考完后，都要以“有意
遗忘”的轻松心态，不要再去回想已考过的
科目，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后面的几科考
试，用“正式迎战”的心态来重新面对后面几
科的考试。

在当天考完后，如果有考生针对自己考
场上的发挥，觉得自己考得不好，此时考生
应当如何调整心态，父母和老师又应该从哪
些方面帮助考生调整心态？王龙祥说：“考
试情况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近几年高考的命
题情境化特点较为突出，这就提高了对考生
知识迁移应用能力的要求，所以考生对部分
试题设计的感知往往会有一定的陌生感，也
容易导致对自己答题准确性的判断更加模
糊。考生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感觉考不
好，事实上并不一定就不好。”对此，王龙祥
还是坚持“考一科放一科”的做法，放过已经
考过的内容，认真迎战后面的学科，父母跟
老师应该要引导考生有意忘记已考科目，不
与他人对答案，用“向前看”的心态面对。

高考有三天时间，相对于平常的考试，
由于社会关注度高，高考整体氛围会相对紧
张些，对考生的心理、精力都是比较大的考
验，因此休息好也是十分重要的。王龙祥
觉得在考试的几天时间里，做好充分的休
息才是回家后首要考虑的事情。“每天考
完回家，就要及时调整心态，适当放松，再
将重心转移至第二天的考试科目。无论已
考科目发挥如何，都应当要做好心理调适
和充分休息，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王龙
祥还提醒广大考生，如要复习第二天的考
试科目，建议以适当的浏览为主，对一些典
型试题做快速浏览回顾即可，没有必要再
刷题。

⊙本报记者 刘健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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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高考首日见闻

▲6月7日，高考首日，市区实验
中学考点，父子在考场外合影。

本报记者 张 旭 摄

“后门进去第二组倒数
第三桌，你找找，有一个带
队牌装着……”正在打电话
的是漳州正兴学校高三年
段副段长蔡志平。 6 月 7
日，距离开考还有半小时，
一位考生到达考点后，发现
身份证遗忘在教室，他马上
紧急联系校内应急组老师
为考生找取证件。

等待过程中，蔡志平老
师几次拿起电话，确认留校
老师是否找到考生的身份
证以及送身份证老师的进
度，并不忘提醒留校应急组
老师：“不着急，慢慢来，来
得及的，平稳送到就好。”开
考前 10分钟，身份证送到，
蔡志平老师接过考生的身
份证，疾步向考场走去。从
发现考生遗漏证件，到将证
件送进考场给考生，几位老
师接力行动，又一个考生顺
利开考。

“一切都是为了服务考
生。”蔡志平老师说，“我们
现场各项工作都是为考生
保 驾 护 航 ，确 保 万 无 一
失。在学校还有一组老师
随时等候，以备解决各种
突发问题 。”他进一步介

绍，学校安排了 17 部大巴
车、34位老师护送 800余名
考生到一中考点。学校做
了周全的准备，以应对各
种突发情况，确保考生顺
利参加高考。

⊙本报记者 邹美玲 文/图

6月 7日上午 7点多，在
龙海一中高考考点，高三年
级老师们都穿着红色“打勾”
的 T 恤衫，为参加高考的孩
子们加油助威，场面感人。
校长陈建明和考生们一一握
手，高三（12）班语文老师和
班上的女同学深情拥抱。学
生们也互相击掌，彼此鼓
励。“大家用这种特殊的方
式，表达对考生们乘风破浪、
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感觉
他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年段
长黄瑞明说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开考
后，好多家长选择守在考点
外，杨女士把电动车停在学
校门口的空旷处，她说：“我
知道待在这里也帮不上忙，
但是心里感觉踏实。”与杨女
士不同的是陈女士，送完孩
子的她心态放松下来：“我在
这儿等着也没用，去菜市场
买点菜，回家好好做中午

饭。我家就在附近，希望孩
子放松心态，就当跟平时考
试一样，正常发挥就行。”家
住石码镇的连女士的女儿艺
考成绩还不错，她告诉记者，
高考前孩子有点紧张，自己

希望用积极向上的心态去感
染孩子，为孩子加油。“一句
沉稳的叮咛、温婉的嘱咐，一
个坚定的眼神，就是对孩子
最好的鼓励。”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今年是闽南日报车友会车友许先
生爱心护考的第五个年头。作为一名
护考经验丰富的“老司机”，6月 7日早
晨 6点，许先生早早起了床，简单地洗
漱吃过早饭之后，便开着自己的爱心
护考车辆，去考生小区门口接考生前
往考场。

一大清早就起床准备的他，自然
明白高考是学生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不能误了学生的人生大事，因此在前
一天，许先生就开始忙碌起来。把油
加满、清理车里的杂物、清洗车辆、车
内消毒、提前熟悉考生居住地和考点
之间的路线等工作，许先生都是一丝
不苟地完成。“这次接送的孩子因为受
伤了，不方便走路，我还提前到考点去

跟学校安保人员对接并说明情况，安
保人员允许我把孩子送到考场安检
处，也省下了不少麻烦。”许先生告诉
记者。

原定于早上 7 点接送考生，许先
生提前几分钟便到了小区门口等待。

“准考证和身份证都带了吧？有没有
什么东西落下的？”接上考生驶往考
点，一路上许先生还贴心地为考生准
备了矿泉水和小点心。驶至考点，刚
把车停稳，许先生便立马下车搀扶起
后排受伤的考生。“高考加油！”在考生
进场前，许先生还不忘为考生送上一
句祝语。

回程路上，许先生与记者闲聊起
来。谈起为何多次参加爱心护考活

动，许先生的回复简单而又有力：“自
然是为了能够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我
们也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今
年许先生的女儿也将参加中考，许先
生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在需要帮助时，
也能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

下午 4 点，店里的工作还未忙完，
5 点就要去接考生的许先生早早就关
店了。许先生觉得，早点去接，也能让
考生更早地回到家养精蓄锐，以更好
的状态去备战第二天的考试。

闽南日报车友会“高考爱心直通
车”活动始办于2012年。每年“高考爱
心直通车”招募期间，车友们都会热情
参与，竞相为“爱心护考”出力。十二年
来，累计出车 200 余台，接送考生 2000
余人次。每年高考期间贴有“高考爱心
直通车”标识的闽南日报车友会送考车
辆已成为漳州高考期间一道城市风景，
是漳州传递正能量的载体之一。

⊙本报记者 刘健宁

送 考 “爱心直通车”再出发

几位老师接力送证，在考试前将证件送到考场。 龙海一中校长陈建明穿上学校美术老师设计的祝福
T恤为学生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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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点，暑热难耐。家长戴建庭躲在
树荫下，擦了擦额前的汗珠，“真热”。侨村
棠欣饭店的负责人陈连清招呼着躲在树荫
下陪考的家长们，“走！到咱们饭店里去休
息一下”。

饭店离闽南师大附中考点不远，在志愿
者的指引下，家长们很快找到了陪考休息
室。原来，今年高考，芗城区西桥街道与闽
南师大附近的棠欣饭店联动开展公益行动，
饭店停业三天，临时设立陪考家长休息室，
为家长提供休息处，还提供空调纳凉、饮水、
充电、网络等服务。“饭店9间包厢可容纳200
余位家长。今年陪考的家长们不用再像往
常一样经受烈日的炙烤。坐在休息区等待，
陪考也可以很轻松。”陈连清介绍说，此外，
饭店还为保障高考的工作人员提供四菜一
汤的免费午餐和临时休息点。

“本来不知道去哪里找地方坐坐，正好
看到这里有休息点，就过来歇个脚。”王先生
一落座，就在休息室里和其他家长交流起孩
子的备考情况。开考后 1个小时，凳子上已
经坐满了等候的家长，他们或三两成群，交
流着孩子的学习情况；或低头看手机，不停
刷新与高考相关的信息……吴女士说，呆在
家里也没心思做其他事，休息室离考场近，
坐在这里好像陪儿子一起在战斗。

⊙本报记者 陈慧慧

饭店变身
暖心休息室

▶6月7日，漳州一中西湖校区，
考生隔着车窗自信地竖起大拇指。

本报记者 沈昊鹏 摄

“高考爱心直通车”为考生提供便利 本报记者 李 林 摄

护 考 一切为了服务考生 陪 考 我为你加油

候 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