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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以后，就有一些家长朋友陆续向我们咨询有关孩子

高考的情况。想了想，大致是以下几点。 一、提前准备 还在

女儿读高一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关心有关院校的情况。如专

业设置、教育资源、近几年的录取分数等。做到心中有数，

目标明确。这样高二副课分班、高三主课分班时就不会犹豫

彷徨。一旦确定，最好不要中途变更，否则会影响孩子的心

态，造成思想波动，不利学习。收集信息的方法，主要是官

方媒体（各有关院校的网上主页）、老师的介绍以及亲朋好

友的推荐、实地参观等。有些院校的一些专业对考生的身体

条件有特殊要求，须格外留意，以免被动。对有自主招生权

的院校，更要详细了解有关政策，如能用足，获益匪浅。在

收集信息的过程中，家长认识要逐步统一，至少不能让分歧

暴露在孩子面前，使其无所适从。家庭中的高考气氛，从高

一起就要有，到高三时则不必太浓，让孩子渐渐地习惯。 二

、准确定位 了解招生院校是知彼，了解自己孩子是知己，知

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一般说来孩子的老师会给予有益的

忠告，在高度重视外，还要请一些经验丰富的“老法师”给

孩子“搭搭脉”，综合分析，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孩子的

志向、爱好、长处、短处、强项、弱项，孩子在班级、学校

中所处的位置，学校在区里、市里所处的位置都要清楚，这

是准确定位的前提。还要根据孩子多年的临考情况，决定是

“冲刺”还是“确保”。以我们的女儿为例，她的志向是做



生活的记录人，爱好文墨，长处是敏感，短处是波动，强项

文史哲，弱项数理化，在班级靠前，在学校不太靠前，她就

读的学校在区里数一数二，在市里属不错，她自己临考状况

不稳。据此当时的结论是：一本没问题，北大无希望，复旦

不保险。所以，我们把目标暂定为同样以文科见长的南京大

学或北京外国语大学，以求确保。 三、适度引导 孩子领了身

份证，有了选举权，在法律上已经成人，重大决策不能包办

代替。但他们毕竟涉世未深，家长还须适度引导。我们的女

儿从小就有主见，开始执意要选理科。我们在充分听取她意

见的基础上，多次与她协商，分析利弊，说服她将方向定为

文科，加试的科目则由她自己选择。后来她选了历史。大学

的专业她选了语言文学，而不是我们心目中的法律。专业的

选择应以孩子的兴趣为先，而大学教育也主要是传授学习方

法和指明学习方向。由于这几年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所以短

线专业很热门。然而短线长线、热门冷门都是相对的，仅是

眼下行业薪资的温度计而已。且不说四年后情况是否依旧，

即便依旧，应变的基础永远是个人扎实的功底。到了高三，

女儿由学校送到复旦大学参加选优考，获到线上加10分的优

惠，毕业时被学校评为优秀毕业生，获得线下加10分的奖励

。这样，她就充满信心地把第一志愿锁定了复旦大学，如愿

以偿。 四、科学减压 高三功课紧压力大，孩子们称之“炼狱

”，给以科学减压就是家长的责任了。孩子们的具体情况不

一样，减压的方法也要因人而异。我们的女儿在理化课不上

了以后数学还是拦路虎，因此就请了名师给她补一下，由于

针对性强，效果明显，她也觉得松了一口气。关心孩子，给

他们提供精美的饮食、合适的补品，本在情理之中。但也要



有节制，不要让孩子产生考不好对不起家长的顾虑。同理，

高考的那几天，住宾馆、坐轿车似无必要。她与两位同班同

学一起骑自行车去考场，中午到我家便饭，饭后席地休息，

再去参加下午的考试。第三天午餐后，三个女孩子才恍然大

悟地喊道：高考就这么结束啦？结果是两个复旦一个华师大

。有些事，看上去好像是额外负担，却对学习帮助不小。她

在高三时担任了班长，十二年来第一次担任班长用去了她一

些课外时间，但也让她产生了不甘人后的动力。参加古诗文

竞赛，获了奖，准备的同时也复习了功课。报社组稿，她写

的文章居然发表了，拿着清样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也增强

了对自己的信心。以至她现在还说，高三比大一愉快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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