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市今年仍实行“!"#”高考
方案，其中“$”是指考生在理、化、
生、政、史、地六门课中可选考一
门相关科目。由于各招生高校按
文科和理科大类进行排序录取，
除语文、数学（分文、理）、外语 !

门相同科目外，理科考生还需选
考物理、化学、生命科学中的一
科，文科考生还需选考思想政治、

历史、地理中的一科，即同为理科
或同为文科的考生选考科目可能
不同。为了使相关选考科目的考
分有可比性，必须按文、理大类对
相关科目考试分数进行调整，调
整后的成绩称为“调整分”。

市教育考试院解释说，经过
教育测量、教育统计、计算机应用
等方面的专家多次比较，对以前
高考数据进行模拟测算，最后确
定了分数调整原则：调整要保证
考生相关科目成绩横向相对可

比、纵向先后次序不变，亦即调
整后，同类科目组间相关成绩可
比，而不影响同一科目纵向排列
次序。同一科目组内考生原始分
相同，调整分也相同。每年进行
分数调整，均根据已经确定的分
数调整原则，聘请专家应用最佳
数学模型进行反复模拟测算，由
此得出当年调整分的结果。实践
证明，对相关科目的成绩进行调
整是必要的。

首席记者 王蔚

相关科目为何要设调整分？
! ! ! !市教育考试院提醒，由于试题
难易度、测试重点不同，模拟考试与
高考没有直接的相关性，不能简单
地以模拟考试成绩加减多少分来估
计高考总分，但通过模拟考试可以
估计自己处于学校或全区考生中的
大致位置% 从而判断出自己高考总
分在全体考生中的大致位序。
对于考生关心的填报志愿时是

否需要填满全部院校和专业志愿这

一问题，市教育考试院解释说，不一
定，考生可根据本人情况和意愿来
选择填报院校志愿的个数，可以全
部填写或部分填写，没有规定一定
要全部填满。但为了增加录取机会，
建议考生用好志愿表，充分表达自
己的报考意愿。 首席记者 王蔚

正确认识模拟考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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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志愿
平衡好兴趣与#现实$

“填志愿，最怕的不是填得‘对’
或‘错’，而是因意见分歧所导致的
家庭矛盾，最终影响到孩子的考试
心情，那才是得不偿失的。”华东师
大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陈默说，这
几天她天天要忙于化解各种家庭
“志愿矛盾”。有个女生的父母坚决
要求她考金融专业，因为在这一领
域里父母神通广大，将来不愁找不
到好工作，但女儿强烈反对，为此家
里闹得不可开交。还有个男生因为
喜欢文学而想考中文专业，但父母
却态度强硬地说，学文学能当饭吃
啊？不如考经济管理，将来求职的余
地大，不料儿子倔强地回答：“你们
不答应，我就瞎考一气给你们看！”

&$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说，很多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咨
询最多的就是“热门专业”，认为所谓
“热门专业”一定是好专业，今后一定
能找到好工作。但据有关数据显示，
历年所谓的“热门专业”，如法学、国
际经济与贸易、生物工程等，近年都
纷纷上榜成为了最难就业的专业。
对此，陈默也表示，两代人之间

的矛盾归根结底就是填写高考志愿

要不要尊重或者说依从孩子的兴
趣，特别是当孩子的兴趣与家长的
“理智”发生矛盾时，又该如何协
调。“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家长一
定要听从孩子的内心召唤。当孩子
有了明确志向时，父母不能去干
预。再说，家长替子女选择志愿不
能太功利，何况职业的‘好’与‘坏’
都是风水轮流转的。拿教师这个职
业来说，&'年前并不吃香，但现在
却火得要命，这在以前谁又能想得
到呢？”她说。

选学校
理性看待名校情结

还有一个颇令考生及家长纠结
的问题，是如何给自己的高考志愿
排序。总有家长会给孩子指令，有的
是“非本科不上”，有的干脆直言“非
()*重点大学不去”。在宝山区教育
局副局长陆荣林看来，这样的指令
往往并不能取得实效，反而会影响
到孩子的考试心态。
“高考是一次性的考试，谁也保

证不了就一定能考出好成绩，也难
保不会出现什么样的意外和失误。
如果家长给孩子过多的压力，一定
要考上什么样的大学，否则就宁愿
不去上学，那么，放在他们面前的就

会只剩下两条路，一是复读，二是出
国。”陆荣林说，今年是“!+$”高考
模式的最后一年，明年将开始采用
新的高考方案，考试科目也变成了
“!+!”，所以，对这一届高考生来
说，复读是最不可取的办法，因为，
考试科目变了，科目组变了，分数构
成也变了，要去跟众多从高一年级
开始就采用新方案教学的学生一同
参加明年的高考，胜算究竟是大还
是小，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对这
一届学生来说，能考上大学的一定
要尽量去读，不管是本科或专科，不
管是名牌大学还是一般的大学，不
要去选择复读。
“再来看名校，其实也不是里面

的所有专业都是‘出名’和一流的，
有些不是 ()*的高校照样有自己看
家的专业，在业内很有声誉。所以，学
生在填志愿时不应该太迷信‘名校’，
那种按‘名校’的往年录取分数从高
到低逐一排列自己志愿的做法是很
不明智的，应该要多去关注和了解那
些自己感兴趣的、教学质量高的、就
业也不错的专业。”陆荣林说。

对考生
家长只须保持笑脸

从填志愿开始一直到高考，都

会是家庭矛盾的高发期。曹杨二中
高三班主任沈宇说，首先，填志愿阶
段家长务必要摆正心态，要尊重孩
子，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命令
孩子应该填这个、不该填那个；其
次，家长要善于与孩子做理性分析，
尊重孩子的兴趣与选择，要知道将
来读大学的毕竟是孩子本人；第三，
如果矛盾实在激烈，不妨请学校老
师出面调解，由老师做父母与孩子
之间沟通的桥梁，也许这样的“第三
方”分析、说理会比较客观，学生和
家长也是容易听进去些的。
“父母千万不要去帮倒忙。”陈

默说，在这几天的咨询中他必须反
复提醒家长要保持平常心，家庭的
氛围、日常生活起居不用刻意改变，
只需多给孩子一张笑脸就行，特别
是母亲，她的情绪对孩子的影响会
更大些。比如，有个来咨询的母亲自
述，天天处于一种高度紧张的状态，
在家里连拖鞋也不敢穿，是穿着袜
子四处走动，因为生怕穿拖鞋的声
音会影响到正在复习功课的孩子。
“一旦高考志愿表交上去了，家

里就最好不要再有高考的话题了。
特别是有些父母总喜欢参与到孩子
的具体复习中，比如，时不时地嘟囔
一句‘你怎么还不背单词啊’‘你怎
么还在看手机啊’，要知道，孩子自

有自己的复习计划，家长在学业上
只是一个‘旁观者’，插手得越具体，
反而会搅乱孩子正常的复习节奏。
此时家长要做的就是不要打扰孩
子，让孩子吃好、睡好、心情好就
行了。”陈默说。

对复习
适度焦虑有助迎考

按大多数学校的惯例，高三年
级的复习课一般会上到本月底，然
后留出约一周的时间让学生回家安
静地独自复习，再到临考前一两天
回校领准考证，并做最后的答疑。
“但每到这个最后关头，总有一部分
同学会觉得复习变得百无聊赖，有
时怎么都学不进去了。这该怎么
办？”市二中学心理教师周宇说，越
是到这种时刻，备考的学生越要掌
握一个原则，即“目标+方法+评价,

效果”。要知道，复习不是简单的背
书和刷卷子，而是一套由“目标、方
法与评价”结合的组合拳，对手就是
两天的高考。先要定位目标———究
竟复习什么？时间有限，只有对学习
薄弱环节出重拳，才能取得明显效
果。其次是制定方法———到底怎么
复习？英语是背诵还是阅读？语文是
背古诗文还是多练习点作文？数学
是整理错题集还是梳理解题思路？
只有定位好了有针对性的学习方法
才会事半功倍。第三是实时评
价———检查一下此刻的学习是否有
效？不妨拿出一张白纸来，监控自己
的学习状态，在上面做好记录和评
价，并及时调节。
还有的学生总担心“考场晕”，

总感觉越到考试心里越慌，生怕什
么都记不住。周宇老师说，这倒也不
是什么太坏的“感觉”，因为适度焦
虑反而有助于考试成功。“这是一种
焦虑感受，考试前有这种感受是正
常状态。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在做
重要事情前有一定的焦虑或感受到
紧张，是有助于发挥出自己较好状
态的。只要这个焦虑感没有严重地
影响到自己的日常饮食与睡眠，就
是可以承受的范围。”她说，如果你
经常担心有什么遗忘，那就停下来，
把担心的内容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
况下在大脑里呈现一遍，如果没问
题，那你也就不用再担心了，如果还
有些不确定，那正好再复习一下相
关的内容。

首席记者 王蔚

填高考志愿应首要考虑孩子兴趣
当孩子有明确志向时!父母不能去干预!不能太功利

本市今年第一阶段高考
本科志愿填报将于本月 25
日截止。志愿怎么填、家长如
何当好参谋、家庭里如何营
造宽松平和的迎考氛围……
连日来，这样一些问题或多或
少地萦绕在每个考生、每位家
长的心头。而且，今年也是“旧
版”高考方案实施的最后一
年，最后的“3+1”高考，考生
们又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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