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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志愿
招办主任微访谈

! ! ! !高考越来越近，考前焦虑不仅伴随着
考生，更“缠”上高三学生的家长。单女士
说，在儿子面前不敢表露出焦虑，“我们只
能帮他营造安静、舒适的备考环境。”单女
士家离中环高速路不远，她总担心马路上
汽车鸣笛会影响儿子复习。“最近楼上有户
人家正在装修，我已经上去和他们协商了
好几次了。”单女士说，每天她还要浏览教
育论坛、学校官方网站。“儿子的成绩忽上
忽下，好的话可以冲一本，差的话只能读专
科，因此，总得排出几个备选方案。”

心理专家王裕如建议，临近高考，考生
和家长出现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属于正常现
象，不妨参照下面几点调整心情———

! 家长不要在心里跟自己的任何情

绪去对抗!哪怕是恐惧"紧张和焦虑!都应

该先去接受它#

! 可以用运动等其他方法去转移"分

散紧张和焦虑!以平衡自己的情绪状态$

! 多和孩子沟通!一起制定高考和升

学目标$不要埋怨孩子!也不要给予他过多

关注$ 本报记者 马丹

症状之一 自寻烦恼
李女士的女儿在一家音乐幼儿园上托班，这家

幼儿园规定，她可以升入本园小班，并继续在园内学
习电子琴或钢琴等乐器。她的女儿在托班里已经对电
子琴产生了兴趣，也会简单识谱弹奏。这么好的幼儿
园条件，别人觅还觅不着，但李女士却举棋不定：“我
小时候就是音乐特别不行，我怕女儿一旦升入了音
乐幼儿园，也会像我一样没有什么音乐天赋，在弹
琴、唱歌方面就会表现得比别人差，这样就会打击
她的自信心甚至毁了她的进取心。所以，我很犹豫
到底要不要继续在这个音乐幼儿园里读下去。”

点评!拿自己的%人生体验&去硬套孩子的成长

轨迹!是不是有点像刻舟求剑'

症状之二 定位不准
赵先生的儿子要中考了，最近一次模拟考排名

在全区的后三分之一。按上海中考“六成普通高中、
四成职业高中”的切分，他儿子十有八九进不了普
通高中。但赵先生四处托人想进普通高中，哪怕借
读也行，甚至表示不惜出“赞助费”。学校已明确告知
中招规定和纪律，而且，在上海早已取消了“赞助费”。
如果达不到上海普通高中的最低录取控制分数线，
是进不了普通高中的。但对于这条“资格线”和“纪律
线”，赵先生仍将信将疑。此外，如果达不到“资格
线”，借读也没有可能。从他孩子的实际情况来看，
按兴趣和特长填报一所中职校，才是明智之选。

点评!赵先生缘木求鱼!结果只会竹篮打水$或

许!找到一个比较恰当的定位!孩子的未来才能豁

然开朗$

症状之三 心猿意马
考大学都说理科的录取面要广于文科，最低控

分线也历来低于文科。上周的全市咨询会上，一名
母亲拉着上海政法学院招办主任张军“诉说”，为什
么你们有的专业只招文科不招理科。即使张老师再
三解释，这位家长仍有些愤愤不平，觉得选理科吃
了大亏。据了解，的确有许多专业是文理兼收的，但
也有专业文科性更强些，只招加试文科的考生也属于
情理之中。但家长们总喜欢按照自己孩子的固有成
绩，去硬套招生学校和专业的分数线，眼见文科分数
线高了就觉得选文科吃亏了，如果理科分数线高了又
觉得选理科不划算了。如果孩子也传染了这种“总觉
得占不了便宜”的心态，进了考场也会心猿意马。

点评!鸡蛋里挑骨头!这既是浮躁也是内心的

虚弱$说到底!升学考试只是人生的一场历练$心态

不平!将来做什么也难有作为$

家家家长长长“““纠纠纠结结结症症症”””带带带来来来负负负能能能量量量
调整好心态才能帮助孩子减压

最近公布的“上海市
中小学生分学段家庭教育
指导研究报告”显示，家有
考生的父母大多“压力山
大”。眼下正值幼儿园、小
学、初高中和大学报名填
志愿时节，细探家长的各
种焦灼和烦恼，不难发现，
这种过度纠结的不良心理
状况很有可能对孩子的升
学考试带来“负能量”。

登录新民网%&&&'()*+)*',*参与讨论

本报记者 王蔚

三招调整考前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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