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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暑假将至，
如何让孩子们过一个
有意义的暑假？

漳州市第二实验
小学一年（7）班班主
任甘翠云老师回复：
暑假是最让孩子们心
花 怒 放 的 快 乐 时 光 ，
同时每年暑假也是亲
子关系的“爆雷期”，
如何合理安排是一件
棘 手 的 事 情 ，这 是 许
多 家 长 最 关 心 的 话
题。家长们千万不要
提前被“焦虑”打倒，
有 时 候 一 个 暑 假 过
后 ，孩 子 的 学 习 生 活
状 态 会 发 生 巨 大 改
变 ，因 此 暑 期 计 划 非
常 重 要 ，相 比 被 课 业
填 满 ，假 期 就 该 做 点
儿不一样的事。

一是莫做“低头
族”，当享好时光。孩
子们有了自己规划的
一部分时间，千万别让
手机荒废了时光，隔阂
了亲情。许多家长抱
怨孩子爱玩手机，但自
己 却 整 天 刷 短 视 频 。
不妨放下手机，和孩子
一起去见识更大的世
界，可以围绕以下三点
进 行 。 第 一 ，制 定 规
则，明确使用时间。和
孩子协商制定“电子设
备使用计划”，比如每
天使用不超过 1 小时，
并设定“无屏幕时间”，
如吃饭、睡前 1 小时不
使用手机。第二，丰富
替 代 活 动 ，转 移 注 意
力。如果孩子觉得无
聊，自然会依赖电子设
备。家长可以鼓励孩
子参与户外运动、手工
制作、阅读等，让他们
的生活更充实。第三，
学习新技能，把握好时
机。比如可以教孩子
做饭、收拾家务、打扫
卫生等生活技能，学习技能的同时增
强独立自主能力。对孩子们来说，暑
假不只是对书本和学校的暂时告别，
更是探索世界的大好机会，利用暑期
给孩子们一个自由呼吸的空间，去尝
试新事物，去体验生活的不同面貌。

二是莫做“赶梦者”，当激内驱
力。暑假不应只是“补课季”，更应是
孩子探索兴趣和发展内驱力的黄金
期。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
有着自己的兴趣和天赋。在规划孩子
的假期时，要让孩子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发现自己的潜能。培养兴趣可
以遵照两个原则：其一是确立边界。
家长们应该尊重孩子的成长节奏，不
要把自己的期望强加给孩子，在属于
孩子私人领域的，孩子作主，属于公共
领域的温柔坚定底线，确立规则。其
二是提供价值。我们要学会观察自己
的孩子，了解他们的喜好，然后根据这
些喜好来安排假期活动，实现生活物
资、情感支撑和人生指导上全方位托
举。因此我们在让孩子制定暑期生活
计划的时候，总体的原则是鼓励他们
的个性发展，理解他们的内心感受，尊
重他们的实际需求。

三是莫做“放羊人”，当立好作
息。暑假可以放松，但不能作息混
乱，否则开学后孩子难以适应。作为
孩子，必须完成的任务或必须履行的
义务仍要坚守底线，让孩子在学习和
娱乐之间找到平衡点。假期应该把
重点放在三件事情上：第一是学习，
第二是发展兴趣，第三是承担劳动任
务。贯穿这三者的，是训练孩子的自
我管理能力。具体可以做到：每天安
排少量学习任务，比如每天练字 20
分钟、做几道数学题，或阅读一篇短
文，保持学习状态。让孩子自己制定
每日计划表，学会分配时间，避免假
期后期疯狂补作业。高年级学生可
以尝试志愿服务、摆摊体验、职业参
观等，增强社会认知。最后，假期也
需要注重身心健康，均衡饮食，少吃
零食。

暑假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填满每一
分钟，而在于让孩子们放松心情，享受
那份纯真的快乐。家长不必过度焦
虑，只需合理引导，帮助孩子平衡学
习、兴趣与休闲，让他们度过一个快乐
而充实的假期。

☉本报记者 苏水梅

2024届漳州三中高三毕业生邓雅兰，目前就读于西南
财经大学，所学专业是财政税务学。“成绩出来之前，虽然和
想报的志愿还不可能精准对位，但可以做一个范围比较宽
泛的报考预案，等出分之后更能做到有的放矢。”邓雅兰建
议，最好结合自身情况，充分考虑好自己的专业意向，是不
是真正喜欢，自己的能力是否擅长等。

“综合来说是很好的选择。虽然在填报志愿时，也经历
了挺纠结的过程。”邓雅兰说，物理和化学在高中一直是拖
后腿的学科，硬着头皮选了物理学类。在大学填报志愿的
时候面对理工科也会犹豫，因为通过了解发现大部分理工
类的专业都要学习物理，是否能接受弱势学科作为主修基
础？强迫自己学习不擅长的专业，是否会消磨热情？这两
个问题需重点考量。因为这两点可以排除很多专业。邓雅
兰认为，财政税务这种专业在未来不管是就业还是升学，都
是不错的选择，所以最后选择了这一学科。“专业的选择可
以结合大热门的专业，也应结合自身情况，毕竟时代变化一
朝一夕，当下流行的赛道在大学四年后可能改变，选择自己
喜欢的，可以接受的领域，才能在时代变迁中守住笃定。”

选择学校是邓雅兰被第一志愿录取的主要原因。她介
绍，按当时的排名，自己还可以去类似于南开大学这样的

985 大学，但结合地域和专业，她最后选择了西南财经大
学。211学校的好专业对她来说是非常稳妥的选择，也是
第一选择。在好学校和好专业不可兼得时，虽然名校头衔
很重要，在此之前沉下心来想想自己到底需要的是什么，那
么做出的任何选择都是值得的。其实世界上没有绝对正确
的选择，直到你把这个选择变得正确，路是人走出来的，竹
杖芒鞋轻胜马，做出选择后踏实走下去，即使不曾“春风得
意马蹄疾”，终能“一日看尽长安花”。关于地域的选择，她
认为可以去一线大城市看看，因为纸上得来终觉浅，现在正
是最有精力和韧性的青年时期，可以勇敢地推门看世界。

就当下就读的专业和学校来说，邓雅兰表示，因为认真
考虑了长远的职业规划，当下的选择没有牵挂，没有顾虑，
内心平静而幸福。经济学大类偏向文科，同时涉及一部分
的数学计算，这两点都比较适合自己的学科特长，就注重地
区辐射性的财经类院校来说，当下的学校也很契合她的人
生规划。最后，邓雅兰寄语学弟学妹：“相信你会在最终找
到心中的答案，年幼的我们会跨过时间的长河，不遗余力地
给予当下的我们最大的诚意和赞扬。舟行至此，感谢过去
自己的笔耕不辍，也张开双臂迎接穹苍之下广袤的新世界
吧。” ☉本报记者 苏水梅

“填报志愿是人生中第一次需要独立面对的重大选择。”厦
大附中2023届校友吴晓雯，两年前在填报志愿时，经过反复思
考和权衡，最终选择留在本省，选择了福州大学法学专业。

高考成绩出来后，吴晓雯的成绩比上不足比下有
余。在她看来，作为一个文科生可供选择的专业并不
多。并且本身并没有热爱的专业，因此在选择专业时她
采用了排除法。先是外语类，因为高中便深受英语折磨，
对外语类打心里不喜欢，再加上总体就业形势不明朗，所
以首先就排除了此类；其次是经管类，在填报志愿以前，
她很长时间都梦想未来成为一位高管。但在填报志愿
时，通过了解发现并不是读了这个专业就可以实现自己
的高管梦。她听取了一些别人的建议，“经管类比较适合
家境富裕的学生，并且院校也很重要，否则大部分人最后
其实也就是小职员。”在权衡利弊后，选择了与公务员职
业去向更为贴合的法学专业。

在填报志愿时，吴晓雯着重考虑了兴趣和就业。“如果
是个人有强烈兴趣并且这个专业不会太冷门，其实我还是
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兴趣走，因为大学的学习是深入的，如

果没有兴趣支撑，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感到枯燥，难以坚持
下去。”她说，想给学弟学妹们提个醒，感兴趣的专业要事先
了解一下难度，看看是否在接受范围内，不要盲目选择。这
里举个例子，有个同学从小就对医学感兴趣，后来成功考上
一个很好的医学院，但由于对解剖课程无法适应，不得不退
学，最终得不偿失。其次，就业导向也不可忽视。学习最终
要落实到就业上，如果没有特别感兴趣的学科，建议大家选
择比较好就业的专业。以她自身为例，吴晓雯并没有过度
追求 985，考虑未来在本省就业，因此在好的 985好的专业
上不了的情况下，最终选择了福州大学。当然，如果是喜欢
冲刺的同学，她还是鼓励大家报985，进校后再进行转专业
考试。“因为门槛毕竟不一样，上大学后才发现，当初放弃的
院校其实是很多人的考研目标。”

吴晓雯说，目前就读福州大学法学院，在学习的过程
中，她逐步加深了对法学的热爱。老师以实务经验解构理
论，模拟法庭、法律援助等实践让她真切感受到法学的温度
与力量，愈发坚定以法律守护公平的初心。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漳州一中2024届高三毕业生，目前就读
于厦门大学的陈辛夷在分享填报志愿的心得
时说，高考的征程已然落幕，但十七八岁的少
年们，人生才刚刚开始。她回忆，刚高考完的
晚上，就有学妹来问她，“学姐，有什么考完必
做的事情吗？”与主流舆论催促大家“考驾照”

“学四级”“改造外貌”等相异，陈辛夷给出的
回答是——不要盲目追随别人的脚步，花一
段时间与内心对谈，叩问自己喜欢什么，未来
想做什么。同样，在填报志愿前，希望大家能
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哪怕无法得到确切的答
案，也能排除一些“干扰选项”。

打破信息差，是填报志愿的重中之重。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陈辛夷从“多渠道
分享”与“易踩坑提示”两方面，教大家破除资
讯茧房的方法。

首先，跟大家分享自身使用、亲测高效的
渠道，以便了解大学、专业、位次线。第一，通
过位次线精准定位。微信搜索“福建历年高
考投档分数线（物理/历史）”，可以找到公众
号整理好的全国各高校对福建省招生的分数
与位次。因为每年高考难度不同，所以大家
不要过多关注录取分数线，而要关注录取位
次线。对比过去三年的录取位次线，可以快
速定位“冲、稳、保”不同层次院校的范围。第
二，善用网络媒介了解不同专业。比如“某
站”博主“取景框看世界”的专业科普合集视
频，同类型博主很多，大家可以广泛探索。若
有想深入了解的专业，可以在浏览器搜索相
关官网，查找中国大学专业排名，了解具体专
业哪家强。第三，使用平台模拟填志愿。有
的功能全面且免费，建议可以探索平台的多
项使用方法。特别提示，也有不少收费的志
愿填报平台，大家要提高反诈意识。

其次，请大家详细了解各高校的招生政
策，谨防踩坑。第一，学校校区之分。同一所高校多个校区之
间，可能存在地域、师资等差异，大家要明确自己所报专业的
所在校区。第二，专业组的陷阱与机会。同一专业组内，常有
冷热专业混组，大家要慎重考虑被调剂的可能性。部分专业
采取大类招生，务必查清分流规则，看其属于自愿分流还是绩
点分流。这两种情况事关大家能否读上心仪的专业。第三，
政策变化影响招生情况。高校对各省都有计划招生人数，若
名额变化，录取位次也会波动。同样，高校对专业组的划分、
专业培养计划等招生政策变化，都会造成录取位次与往年有
差异。对此，大家既要深入了解各校政策，也要放平心态，接
受可能出现的变化。

☉本报记者 苏水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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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运当头赴考场 暖心护航逐梦路
——直击漳州中考首日温情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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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迷茫到笃定：三位往届生的高考志愿填报心得

邓雅兰:认真考虑长远职业规划，遵从本心

吴晓雯:在理性与热爱间寻找人生坐标

漳州2025年中考首场考试结束，漳州一中芝山校区考点，考生有序走出考场。 本报记者 黄子君 摄

6月 19 日，漳州中考拉开帷幕。在漳州
一中碧湖校区考点外，红色成为最亮眼的底
色——送考妈妈们身着红旗袍、红T恤，手捧
向日葵，用“开门红”“一举夺魁”的美好寓意，
为学子们送上殷殷祝福。记者驻足其中，感受
学子们用笔墨书写青春篇章，为梦想奋力冲刺
的精彩瞬间。

温情送考 红衣妈妈团成最美风景线

6月19日7时30分，在漳州一中碧湖校区
西门，不少送考家长身着红色上衣或者红色旗
袍，希望孩子们“‘红’运当头，一举夺魁”。

该校九年（14）班张淑晨同学的妈妈张彩
霞的红色T恤上有一朵耀眼的黄色向日葵，她
告诉记者，自己早上 6时 30分就起床了，给孩
子准备了早餐，收拾妥当就打着伞送孩子来校
门口。“祝愿女儿考试顺利！”张女士表示，学校
离家虽然只有 200多米，但是准备好午餐后，
还是会来校门口接女儿，希望孩子能在考试中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

“我一共买了三种颜色的旗袍。”身着红色
旗袍的妈妈蔡小美看着女儿从电动车旁三步
并作两步走进红色雨篷时，大声地喊了句“加
油”。她说：“这件红色的旗袍第一天穿，希望
女儿开门红、旗开得胜；绿色的旗袍明天穿，寓
意绿色通道、顺利通过；黄色的旗袍最后一天
穿，表示铸就辉煌、金榜题名。考完我会在校
门口等她，约好了她一出来就能看见我。”她的
声音里满满的都是爱。

妈妈陈秀兰正举着手机拍照，她希望记录
孩子人生的这一个重要时刻。她说：“我的小
孩是九年（5）班的朱书畅，我看到老师们也会
在校门口准备迎接孩子们，这样孩子们的心情
比较不会紧张。”

贴心保障 考场外的坚持与守候

记者在漳州一中碧湖校区考点看到，该
校西门通行的红色雨篷上“大胆挥毫绘青春
答卷，精心雕琢续梦想华章”几个大字醒目
而温馨，交警同志和志愿者们在校门口和学
校附近的各个路口指挥疏导车辆，现场井然
有序。

今年中考期间，漳州仍有降雨。为保障考
生顺利应考，全市做实做细中考服务保障工
作。交警、城管、公安、医护等部门工作人员在
考场外各司其职，维护考场周边秩序，做好各
类应急处置工作。

据该校九年级刘晴老师介绍，学生们经过
的路线都搭了雨篷，不会淋到雨。老师们都
亲切地称校园里的红色雨篷为成功之门，考
生到达学校后，首先回班级领取准考证，先经
过安检口，然后下楼再过安检门。每位考生需
要经过身份核验和智能安检门，接受金属探测
仪等设备的检查后，才能进入考场。考点设置

了物品存放点和休息等候场所，为考生提供雨
伞、毛巾、吹风筒等物资。

暖心护航 仪式感情绪价值拉满

“虽然中考是一场重要的考试，但不能
代表以后的一切，不要对中考有过重的心
理负担。”中考首日，漳州一中碧湖校区九
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郭丽青和其他语文老
师或班主任一样，身着红色 Polo 衫，衣服上
印有漳州一中的标志，在校门口列队与考
生们击掌鼓劲。

“中考路上不孤单，我们一起为你们加

油！”每场考试结束，老师们都会等同学们走
出考场，为同学们加油鼓劲。九年级物理组
老师为考生们精心准备了“能串联会并联，
也要好运连连”“内能电能机械能，无所不
能”“重力弹力摩擦力，个个给力”等祝福语，
让考生们在考试期间感受到浓浓的爱与支
持。据了解，今年中考期间，该校班主任、科
任老师、心理老师会全程守护考生，做同学
们的倾听者、陪伴者。

又是一年中考进行时，考场内外的这些
安静与守候，同样也成了这个日子里重要的
一部分。 ☉本报记者 苏水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