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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高耿子毕业于省实验中学，去年考入武汉大学WTO学院

。 -丁虹：大儿子肖宇博毕业于武汉中学，去年考入天津中医

学院；小儿子肖宇超毕业于华师一附中，去年考入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陈军：女儿陈维维毕业于市十一中，去年考

入武汉大学法学院。 -刘五香：儿子刘康毕业于武汉四中，去

年考入华中科技大学电器工程及自动化专业。 -吴凤仙：女儿

刘诗毕业于华师一附中，前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衣 最好别穿紧身衣 高考时，要不要给孩子准备几套新衣服？

穿新衣服是不是可以起到调动孩子情绪的作用？ 采访中，几

位家长均表示，对大多数孩子来讲，穿不穿新衣服并不重要

，有时家长反寻常的安排反而会令孩子不自在，穿什么衣服

最好由孩子自己决定。 但高考两天，武汉通常较热，家长可

提醒孩子别穿紧身衣，最好穿纯棉衣裤，透气性、吸汗性、

舒适感更佳。 食 不要刻意换菜谱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吴

凤仙笑言，自己是个不爱操心的家长，所以女儿刘诗高考期

间，她把这个决定权抛给女儿。吴凤仙表示，女儿进入高三

后，她一直很注意孩子营养上的调补，高考两天，最重要的

是保证孩子饮食卫生，并没有刻意给女儿安排什么营养菜谱

。 耿喜玲说，女儿平时在学校吃食堂，油水较少，如果突然

安排大鱼大肉，孩子的肠胃系统反而吃不消。她配菜的第一

个原则是荤素搭配，以清淡为主，比如清蒸鱼、蒸水蛋、炒

青菜、西红柿蛋汤等。另外，也没让孩子吃得太多，因为人



在紧张时消化系统会受影响，消化过程会影响脑供血、供氧

功能。 住 安排好午休的地方 总结2005年给儿子当“后勤部长

”的体会，丁虹认为自己仍有一点不足，“没提前给儿子安

排好午休的地方。” 丁虹表示，去年两个儿子同时高考，一

个考点在华师一附中，一个考点在武汉中学，由于考点离家

还比较远，中午都不大可能回家休息。她事前没考虑到这个

问题，结果小儿子肖宇超只得回学校找寝室休息，大儿子肖

宇博没地方午休，好在遇到一位热心家长，腾出办公室让他

睡了一会儿。 丁虹建议，如果考点离家较远，最好提前订个

钟点房让孩子午休，不必豪华，只要舒适、安静就好。午休

时间不必太长，半小时即可，给孩子一点清醒的时间，千万

不要睡过头。 行 留足时间应对意外 几位家长表示，用什么交

通工具去考场都不重要，只要提前预留时间，步行、骑车、

坐公汽、打的都不会影响正常考试。 建议考前先实地测算一

下由家或宾馆去考场所需的时间，打算坐公汽的考生要留意

公交线路的变化，预留上班高峰期可能发生堵车的时间。出

现堵车时，千万不要乱了阵脚，可向交警求助。 另外，2006

年晨报发起“爱心送考”活动，交通不方便的考生可与“爱

心司机”结对。 用 准备文具，家长动口不动手 孩子有没有带

齐文具，文具好不好使，许多家长总觉不放心。 刘五香表示

，面对高考，有的家长甚至表现得比孩子还紧张，事无巨细

统统过问，无形中增添了紧张氛围。不过，每年的确有些不

细心的考生，忘带文具袋或准考证，所以家长有必要给予适

当提醒。但这种提醒只需点到为止，如“东西都拿齐了没”

，没必要亲自动手帮孩子收拾。孩子最清楚每科考试要准备

哪些用具，家长不要好心办错事，万一拿错或拿漏了什么就



不好了。 文具不一定强调要新的，有些旧文具孩子用得比较

顺手。 言谈 觉得考得不好，赶紧开导 孩子考完后，不询问考

试情况，这在许多家长中已达成共识。可如果孩子主动提及

，并表示自己可能没考好时，家长该如何应对？ 丁虹介绍，

考完第一门语文时，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小儿子肖宇超表

示“不是很顺手”，她虽然感到担忧，但仍一脸轻松地安慰

儿子：没关系的，如果你没考好，可能其他同学也有这种想

法，咱们只管做好接下来的事。 同样的情况，耿喜玲也碰到

了。考完语文后，女儿面露难色，感觉有几个地方答得不是

很好。耿喜玲平心静气地告诉她：听说2006年是比较难，你

的感觉是我听到的最好的，有些地方答不好很正常，这么多

年还没听说有人拿满分的。几句话，马上让女儿心情舒缓了

很多。 不谈考试谈兴趣，缓和紧张情绪 女儿成绩一直比较稳

定，可陈军还是比较紧张，怕她考试失误。为缓解彼此的紧

张情绪，陈军跟女儿尽量不谈有关考试的话题，而多谈女儿

感兴趣的事物，比如足球、赛车、NBA等。 陈军还提醒，孩

子如果想看电视就让其看一下，诸如“要高考了，早点睡”

这样的关爱语，最好不说。 高考前期，耿喜玲的女儿表现得

有些焦虑，很怕考试时出现什么差错。高考当天，女儿早上

一起来，耿喜玲就微笑着对女儿说：“丫头，你今天看起来

状态不错，看样子昨天晚上睡得不错。”女儿听后，表情显

得很愉悦。 吴凤仙的女儿很希望有个手机。高考前一晚，吴

凤仙以此为理由邀她散步，母女俩从千家街到阅马场走了个

来回，一路闲聊，女儿觉得很放松，当晚也睡得很踏实。次

日吴凤仙没送考，只在女儿出门前，跟她击掌以示鼓励，女

儿满脸自信地走出家门。 孩子最不爱听的10句话 1.你不好好



考，我只有找点后门去搞个三类扩招了。 2.你是最棒的，以

你平时的实力，只要发挥正常考清华、北大没问题。 3.好好

考，爸妈等你成功归来！ 4.记住你的目标，成功在此一举！

5.爸妈这辛苦，都是为了你，你一定要争气。 6.是个猪脑壳，

怎么连准考证都不记得带呢？ 7.考不好没关系，爸妈不会怪

你，我们明年再来。 8.把题目看仔细，千万不要有任何大的

疏忽，争取少丢分。 9.伢啊,考试莫紧张啊! 10.你给我们听着

，我们家几代人都没有上大学，全指望你了。 举止 要不要送

考，听孩子的 每年高考，送考的家长可谓一道感人的风景线

，有的家庭甚至组团送考。如此送考究竟有无必要？ “要不

要送考，家长最好尊重孩子的意愿。”耿喜玲说，去年高考

，女儿的考场就设在母校省实验中学内，对女儿而言再熟悉

不过，平时上学都是独自骑自行车，那天也没搞特殊化。女

儿临出门前，她只微笑着交待了一句话：骑车时悠着点！ 耿

喜玲也表示，每个孩子心理状况不同，如果孩子觉得有需要

，家长还是尽量满足孩子。 反添焦虑，干脆不陪考 临近高考

，许多家长已递交了请假报告，决定全心全意陪孩子奋战到

底。但陪考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 陈军坦言，女儿高考那两

天，他和爱人本来也打算请假陪考，心想可以在精神上给孩

子鼓励，可被女儿拒绝了。女儿说：你们请假陪考，反而令

我更不安，说不准还影响我正常发挥。 听女儿这么一说，他

也觉得很有道理。考场上的事，需要孩子独立面对，父母守

在外面也没用，不就是干着急吗？如果孩子在考场上遇到难

题，再联想到站在太阳下挥汗如雨的父母，很可能会平添几

分愧疚感，岂不增添压力，影响发挥。 刘五香的儿子去年参

加高考时不满16岁，算是考生中的“小不点”，但刘五香仍



没送考。他坦言，儿子面临高考，要说一点不担心是假的，

但家长能做的就是表现出对孩子的信任。 家长10大行为准则

1.满怀信心，相信孩子能取得好成绩，对孩子有信赖感，充

满信心。 2.不要给孩子制定每门科目考试分数指标，不要规

定孩子考上什么大学，否则就会给孩子加压。 3.营造宽松、

自然、愉快的家庭心理氛围。让孩子吃饭时或休息时听听音

乐，不要在孩子复习时轻手轻脚走进他房间，又送牛奶，又

送水果。 4.坚决避免家庭纠纷，家长不要在考生面前争吵。

5.不要替孩子清理书桌、书包、床头，以免孩子为找学习资

料和学习用品而烦躁。 6.不要渲染考试的艰难和后果。 7.做

好必要的督促检查。对考生的考试用品、准考证等携带做必

要的督促检查，对去考场的路线、赴考场时间做必要提示。

8.如果孩子不同意送考最好不要送。不经他同意，送孩子上

考场，不利于他考试信心的加强，反而增加考试压力。 9.考

试前夕及考试期间，家长最好不要和孩子谈填报志愿的事，

否则易引起孩子敌对情绪，影响考试成绩。 10.不要在考试期

间打听孩子考试情况，否则易引起孩子情绪波动。万一某科

考试失利，要鼓励他看清自己优势所在；当孩子认为考得不

错，家长不要表现得大喜，但应及时鼓励；从孩子脸上看，

如考得不理想，家长也要鼓劲，切忌露出不悦与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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