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度过考后时光

宋广文

随着高考结束，又一批寒窗苦读的学子会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恨不得彻底解放自我，做回真正

的自己。这种心情可以理解，毕竟学习的过程中有太多的压制、太多的烦躁、太多的困惑……

但如果能更理性一点儿看待学习的过程，谁又可以轻松、简单甚至懒散地完成学业？谁又可以不

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拿到高分而被名校录取？中国没有，任何国家都没有；过去没有，现在没有，未来

也不会有。孟子早就明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从“心”接受学习的艰辛，才会心甘情愿地受苦受累。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连爱迪生这样的天才，也要付出 99%的汗水才能取得成功。

高考只是一个过程而已，既不是生涯的起点，也不是生涯的终点。不同的分数和相关条件下，大

家将走向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学校，在新一轮竞争中再出发：前景无限多，前景既是目标，也是风景。

考后会有一个阶段的等待，或静待花开，或焦躁不安。与其说在等待结果，不如说结果在等你。

结果已有，不管你心情如何，它已经在那里。

高考后到入学这段时间，该做些什么？

最现实而又有意义的建议是：

放松心情，但不放纵情绪。可以听音乐，可以结伴旅游，可以与同学畅谈，可以读自己想读的作

品……但一定不要放纵自己——或饮酒过度，或彻夜狂欢，或到不熟悉的地方游玩。在放纵的情况下，

人最易犯错，而有些错会让人遗恨终身。

理性选择，做该做之事。不积极配合学校的安排、不认真备考，就不太容易取得高分数。这有些

无奈。这种过度的统一性要求，会一定程度上牺牲掉个人的兴趣爱好和特长。高考后，时间有了，没

有人给你规定任务了，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做该做的事情：学习一种新技术，学会一种乐器，学会一

种运动技巧，或系统地读些名著，看经典影视作品等。如果自己不善选择，不妨问家长或咨询老师及

专家。

增加体验，向生活学习。学生在校期间课本知识学得不少，但对生活的认识、对生命的认识、对

国情的了解等，未必真清楚。所以，最好多走多看，多与普通大众交流，多向一线人员请教，真正体

验一下最普通民众的生活，借此理解生活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如顾炎武所言：“君子为学，以明道

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其实，哪怕只是在家独立买一次菜，做

一顿饭，做一次家务，也会让自己体验到父母的辛苦。

明道优术，学会做人。无论下一步在哪发展，也不管学习什么专业，最重要的还是学会做人。要

学会做人，有不同的路径：可以知理悟道，即学习理论，特别是科学的理论，借理论之光悟出生命之

道、生活之道、发展之道、学习之道、交友之道等；可以知人善道，即向任何领域的成功人士学习，

见贤思齐，同时尽量见不贤而内省，避免别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可以知慧施道，即将古人的智慧、名

人的智慧、成功者的智慧变成自己行为的依据和指南。这样不仅可避免或少犯错误，而且可以事半功

倍。

人生有限，而知识无限、智慧无涯。但愿今年高考的莘莘学子从“心”开始，以“苟日新，日日

新，又日新”的姿态迎接下一个起点。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1 年 6 月 18 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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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新老高三对接研讨会召

为进一步总结高三备考经验，实现新老高三有效衔接，优化高考备考策

略，加强 2022 届高三备考工作的科学性、有效性，安排部署新高一初高中衔

接、新高三教学及 2021 年高考成绩统计等工作，6 月 23 日下午，全市新老

高三对接研讨会在教体局南二楼会议室召开。各高中学校业务校长，现高二

级部主任和 2021 届高三级部主任及全体高中教研员参加会议。滕州市教育事

业发展研究中心教研室马培函主任出席并作讲话。会议由教研室高中部朱述

进主任主持。

此次会议主要有三项议程。首先各学校高三级部主任代表梳理存在的问

题，从明确高考目标，培养学生树立信心，打造高效备考课堂等方面交流高考备考有效做法，结合校情对 2022

年高考提出精准指导意见。

其次，朱述进主任要求各校统筹谋划工作，通过精打细算增强“高精准”备考水平。朱主任主要从三个方

面给出忠告。一是未雨绸缪，及早安排，做好新高一初高中衔接工作。二是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形成合力

冲击高考。朱主任从新高考、新教材、新理念的高度，要求全体备考师生要关注新高考变化，全力提高学生的

思维能力、实践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要进一步优化工作作风和方式，强化研究，下水做题，精心细致

地做好培优工作。三是要狠抓尖子生、临界生的补差工作。加强对作业的科学管理，落实好“一课一研”提高

复习质量。

最后，马培函主任对下一阶段的工作提出建议和要求。马主任强调各高中学校要深入剖析，做到“回看走

过的路”、“借鉴别人的路”、“远眺将来的路”。他提出四项要求。一是各校要创新形式召开各个层面的深

度新老高三对接会议，做到早起步早开局。二是要克服困难做好高考各类数据的准确上报。三是从长计议，切

实抓好起始年级的教学，做到心中有方向，脚下有力量，心往一处想，

劲往一处使。四是勇于突围实现学校新的增长发展。

此次研讨会促进了不同年级的教学工作互相借鉴，不仅对优化新高

三复习备考有显著的指导作用，对促进基础年级超前树立高三意识，以

高考引领基础年级教学也具有宝贵的借鉴意义，助推形成了“三年备考

一盘棋”的教学新格局，打好高考备考开局战。大研讨奠定大格局，大

格局昭示大发展。在高考成绩还未公布之际，新学期的工作早已拉开帷

幕，我们有理由相信，2022 年高考备考这盘棋必定会一招接一招，下得

越来越活，越来越精彩！（翟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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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俗话说：“七分考，三分报。”高考成绩公布，报志愿成了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问题，理想与

现实、兴趣与就业，谁前谁后，孰轻孰重？希望下面这篇文章可以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一些参考。

“七分考，三分报”高考志愿填报记牢这些原则

考生家长：我们应该怎样填报志愿？总原则是什么？需要注意什么？

华中师范大学测量与评价中心主任胡向东教授：目前需要做的是注意录取政策规定的学习，分析

自己的兴趣爱好，明确自己成绩所处位置，加强对学校和专业情况的了解。下面有几点供参考：

一个注意：关注我国高考录取各省差异。我国当前高考录取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建立在分卷考

试基础上的分省录取：高考试卷有若干种，招生计划分拨到省，各省确定录取批次与规则等，这

样一来，各省志愿分布和录取结果会因省情不同而不同。

二项准备：一是对本省域的招生计划、录取政策与规则、录取时间安排、征集志愿的时间等做

充分了解，不打无准备之战；二是对考生自己的兴趣爱好做充分了解，思考未来发展道路。

三个重点：一是学业规划与路径选择，不妨从上大学起规划学业，是读完本科就业、还是读硕

士博士？二是院校与专业选择，大致列出自己喜爱的学校、城市、专业，注意自己的选考科目要

与这些学校、专业的要求相匹配。三是分数排位的分析与使用，根据本地公布的选考组合成绩排

序，明确自己的成绩位置，与中意的学校和专业做大致匹配。

综合考虑四项原则进行选择

一是地域优先。如果学生在职业和学业发展、学校选择方面还没有建立非常清楚的目标，那么

可以优先考虑地域。不同的地域，不仅文化底蕴各异，还代表着不同的学校教学资源、经济实力

和就业机会。

二是职业优先。这一原则适合于职业选择已经“有谱”、分数较高有选择余地的考生。比如喜

欢教师这一职业，那么第一就要选择填报师范类专业。

三是专业优先。这一原则最适合专业特长明显的考生，当然也适合分数相对较低的考生。对前

者，考生可以列出自己喜欢的专业和学校，结合分数在可能达到的区间内选择。对分数较低的考

生，学校选择性不多，专业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建议选择技能性较强的专业。

四是学校优先。三种考生较为适合这一原则。一是考生还没有明确的职业选择，各门成绩又比

较均衡，就比较适合优先选择学校。二是踩线的考生，首先选择学校以保证就读学校的层次。三

是准备将来出国深造的考生，选择在国外认可度较高的国内名校，有利于出国申请成功。

考生家长：我们在填报平行志愿时，需要规避哪些风险？

南开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金柏江：平行志愿也不是完全没有风险，如有不慎，仍有被退档或高分

滑档的风险，需要特别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务必关注不同专业(类)中关于体检的要求，尽量避开学校可以不予录取、有关专业可以

不予录取或不宜就读的专业，降低退档风险。

第二，在传统高考省份及以“院校+专业组”模式报考的高考改革省份，填报志愿时建议一定

要服从调剂。如因个人原因，所填报院校或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未拉开分数梯度，投档时，院校

无法安排专业，该生又不服从调剂，则有退档风险。平行志愿投档原则为一轮投档，一旦退档，

则会退出该批次的录取，只能参加征集志愿或下一个批次的录取，而征集志愿基本上没有什么好

选择。

第三，如果根据分数，虽然大概率可以进入某学校，但很可能会进入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志愿

中，考生需要提前咨询好该校招生办或招生组，问清楚入校后是否有相对人性化的转专业机会、

其他双修或者辅修机会，避免因对专业的不适应或不接受，造成难以克服的学习障碍，影响本应

充满希望的大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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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教体局义务段规范学业质量监测工作调度会召开

6 月 24 日上午，义务段学校规范学业质量监测工作调度会在至善学校召

开。参加会议的有全市各镇街学区（联区）主任、业务指导员、小学教研室

主任；全市各初中学校校长、业务校长，担任市派检查员的初中学校干部以

及全市各小学校长、市教研室初中、小学教研员等。

会议由市教研室主任马培函主持。首先教研室小学部主任仇光伟，初中

部主任王立亭分别传达和解读小学和初中学业质量监测工作方案细则。其次

孙局长作重要讲话，他提出三项要求：一要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增强工作

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齐心协力做好本次质量监测工作。二要以高度责任心组织监测。要严格考务培训、严格考试

纪律、严格保密规定。三要以如履薄冰的心态对待考试：一是制定应急预案；二是强化工作责任；三是严肃责任

追究。最后，马培函主任对会议进行总结并对学业质量监测工作做进一步的强调和要求。

此次活动进一步推动了教学评价改革，积极构建了科学有效的学业质量监管机制，为学校改进教学、推进新

课堂达标提供了科学依据。

市初中英语“基于听说智能测试的常态课堂策略研究”

专题研讨会召开

6 月 15 日，市初中英语“基于听说智能测试的常态课堂策略研究”专题研

讨会在级索中学举行,160 多位初中英语教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主要有六项议程。首先由学区王次锋主任欢迎致辞。至善中学张文清老师

执教了听说智能测试的常态课堂示范课。接着至善中学彭长青老师进行点评，

解读了人机对话各个题型的考察目标和重难点分布。由级索中学校长刘恒俊作

《人机对话背景下初中英语常态课堂的突破策略》的专题讲座。初中英语教研

员李亚璞老师作题为＂拓展新视野 迎接新挑战”的讲座，她结合往年考试答题情况分享了人机对话的迎考技巧，

为接下来的教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最后朱邦伟副主任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对级索中学为承办本次话动作出的各项

工作给予高度肯定。他指出“人机对话＂测试是大势所趋，作为一名新时代背景下的老师要顺势而为，深刻认识

到抓好英语教学的重要性，通过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知识，驾驭课堂的技能。在本次研讨会的带动下，初中

英语＂基于听说智能测试的常态课堂策略研究的成果＂必定会遍地开花，结出累累的硕果。（李亚璞）

简讯： 6 月 23 日，初中英语中心团队“精准推进强镇筑基行动，专业助力新课堂达标”活动在西岗中学成功

举行。

1.小学指导基层学校组织期末考试及六年级统一阅卷工作。

2.初中指导基层学校组织七、八年级期末考试及统一阅卷工作。

3.义务段组织期末考试巡查工作。

4.高中指导基层学校筹备高一、高二期末考试。

5.统计高考成绩数据。

6.初中各学科研究枣庄市七年级期末试题和中考试题，进一步明晰试题对教学的导向和反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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