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新高考”，刘春虎比一
般的高中生家长还是更有优势。
他表示，在“新高考”具体政策出
台之前，学校教研就已经提前开
始研究。

他认为，对于不偏科的考生

来说，“新高考”给他们提供了自
主选择更为广泛的机会。他们可
以选择自己擅长的学科，拿到相
对更理想的分数。但是对比考试
题型来看，各科总体变化不大，家
长和学生没有必要紧张。

以物理学科为例，对比以前的
理科综合试卷，“新高考”只多了2
道选择题。但是考试变成了单场
进行，将时间单独折算后，对考生
来说更宽裕。因此，他也建议考生
保持平常心，从容面对“新高考”。

从 2020 年的 9 月开始，刘春
虎和儿子共同进入更繁忙的“高
三时间”。如果你以为小刘同学
会乖乖跟着爸爸回家“开小灶”，
那就又错了。

高三新学年伊始，小刘主动和
爸爸提出，因为每晚回家路上要消
耗时间，再吃点东西就折腾到 11
点了，为了节约时间，他想寄宿。

儿子的这个决定，让刘春虎

有点惊讶，但是他想到儿子有这
样自律的想法，也未尝不可。于
是，他干脆再使出激将法，调侃儿
子“不要住几天就后悔想回家”。
事实证明，儿子真的按照他自己
的想法做到了。

于是，两人虽然白天仍同处
一间教室，但是只有周末的晚上，
才有一起回家的机会。“其实进入
高三后，我也很忙，全班 50 个孩

子，我一个都不能落下。”刘春虎
长叹一口气说道，一眨眼儿子也
高中毕业了，虽然当了儿子三年
的班主任，但是相比其他高中生
家庭，自己作为父亲的关心和关
怀，可能还要少一点。

不过刘春虎有一件颇为得意
的事，儿子“新高考”的首选科目，
毫不意外地选择了物理，这就是
对父亲最好的肯定。

6 月 5 日晚 9 点，记者找到刘
春虎时，他正忙得不可开交。不
少同学陆续凑到他跟前，探讨解
题思路。考虑到高考前的休息保
障，9 点半以后，同学们开始陆续
散去。

“儿子和其他同学一样，提问
也得排队。”等到最后一名同学离
去，刘春虎总算可以歇一口气了，
他笑着说，这些年来，其实儿子没
享受到“父亲是老师”的“特权”。

刘春虎回忆说，儿子一直就
是在南方公司的生活圈子中长
大，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儿
子进高中时，自己正巧轮回到高
一当班主任，于是儿子又成了自
己名副其实的学生。

儿子高一、高二时，刘春虎和
他一同早出晚归，到了学校又成
为师生。但是面对其他49名求知
若渴的学生来说，儿子和其他同
学也没什么不一样。“他有疑问

时，也会和我在课后约个时间。
否则别的同学来了，我也真的顾
不过来。”刘春虎说，真正属于儿
子的“特权时间”，基本就是在上
学和放学的路上以及两人一起吃
晚饭的时间。但由于家里和学校
很近，这一天的“特权时间”加起
来往往也就1个小时左右。

刘春虎的爱人因为工作关系，
常常需要连续值班，因此儿子的自
理、自律能力也就被激发出来。

战高考，父子齐上阵

“我是儿子的班主任”
□ 策划/刘小波 李曙光 执行/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 通讯员 刘艺琴 杨斯琦

▲刘春虎与儿子在考前合影。记者 戴凛 摄
儿子“管不上”

一起忙碌的高三

建议考生保持平常心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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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分转换规则你弄懂了吗？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戴凛）今年开始的“新高考”，再选
科目将按照等级赋分规则进行分
数转换，计入考生高考总成绩。
为何要进行分数转换？到底该如
何计算转换分数？

“新高考”采用赋分成绩的科
目包括思想政治、化学、地理、生
物学4科，也称为再选科目。由于
各个考生再选科目组合不同，那
么不同科目试题难度不同，其原
始成绩也就不具有可比性。从教
育考试的公平公正角度出发，并

参照有关改革试点经验，再选科
目以等级赋分转换后的等级成绩
计入高考总成绩。

以 2017 年高考政治科目为
例。当年高考政治的原始分数第
一等级区间为 93-72 分，对应赋
分区间为100-86分；第二等级区
间 为 71-60 分 ，赋 分 区 间 为 85
分-71分；第三等级区间为59-43
分，赋分区间为70-56分；第四等
级区间为 42-28 分，赋分区间为
55-41 分；第五等级区间为 24-0
分，赋分区间为40-30分。

假设某考生政治原始成绩为
85 分，应对应第一等级赋分区
间。此时，就要使用到转换公式，
其中设赋分成绩为X，公式为：（原
始分区间最大值-原始分）/（原始
分-原始分数区间最小值）=（赋分
区间最大值-X）/（X-赋分区间最
小值）。

套用到该考生时，公式为：
（93- 85）/（85- 72）=（100- X）/
（X-86）。计算得出X约等于94.7
分，四舍五入后为95分，即为考生
最终得分。

6 月 5 日晚，南方中学
高三组依然灯火通明，所
有老师加紧为考生做好考
前答疑工作。1810 班的班
主任兼物理老师刘春虎坚
守在这里，忙着解答一波
波同学的提问。

也许你会想，这时，如
果哪位高考生有个当高中
老师的父母岂不美哉。而
刘春虎恰好就是一位高三
学生的父亲，儿子还就在
他所带的班级。但此刻，
刘春虎根本顾不上儿子。

严查作弊器材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易蓉 通讯员 宋秀华）近日，市市场
监管局对考点学校食堂及周边餐饮服
务单位、校外培训机构、电子通讯设备
市场开展护航高考的执法监督检查行
动。

检查组工作人员发现，逸景华天
大酒店从业人员健康证未及时公示，
凉菜间、库房也存在物品摆放不规范
等问题；九方大酒店则存在后厨砧板
更换不及时、晨检制度不完善等问
题。针对发现的问题，检查组现场对
酒店负责人进行批评教育，责令立即
整改。

在佳诚手机电脑市场，执法人员
着重对市场内是否存在无证经营、销
售考试作弊器材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检
查，并督促市场管理方加强管理，坚决
杜绝销售违规电子产品和作弊器材的
行为。

在新东方教育芦淞校区，执法人
员对该校区是否存在涉招涉考虚假宣
传、违规收费、签订违法合同等行为进
行了重点检查。经检查发现，该培训
机构未按规定亮证经营。目前，芦淞
区市场监管局正进一步调查。

护航食品安全
本报讯（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成姣兰 通讯员 阳芳 周谷良）今日
高考启动，天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高
考保障组也绷紧了神经。让考生吃得
安全、放心、健康，他们将全流程展开
监管，守好每个环节，直到所有考生安
全顺利考完。

天元区仅市二中一个考点，今年
将有 1500 位左右考生在此参考。为
切实保障考生食品安全，一周前，该区
市场监管局高考保障组就启动了考点
食堂及校园周边食品安全隐患排查。
对食材储放条件、采购食品及原料进
货单位许可证、检疫合格证、菜单、基
本卫生设施和内外环境卫生等进行详
细检查。

“四季豆、土豆、整鸡鸭等不易烧
熟烧透的高危菜品禁止使用；餐饮具
摆台控制在开餐前60分钟之内；所有
地沟冲洗干净……”任何可能存在的
隐患，都一一排查到位。高考保障组
负责人表示，从今日开始，高考食品从
进货、烹饪、加工到餐桌全流程，都将
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每一个菜品留
样必须达到48小时，保证全流程安全
可控可查。

据了解，为让高考学子吃得营养
健康，学校在平时基础上新增了五六
个菜品，原料采购量增加15%左右，确
保供应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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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

“妈妈，你穿这条黄色的裙子，
我觉得更漂亮！”宝贝乐乐今年六
岁，可不知从何时开始，她俨然已成
为一名“穿搭大师”，对于自己和身
边人的穿着总喜欢品头论足。

“妈妈，我喜欢这件白色的公主
裙，因为穿上公主裙就像新娘子一
样漂亮。”每次走进儿童服装店，乐
乐总会自己挑选喜欢的服装，并对
款式和颜色进行搭配。平时，和爸
爸妈妈聊得最感兴趣的话题，也是
服装和造型。乐乐的爸爸是一名美
术教师，也许是在爸爸的耳濡目染
下，乐乐才有了这些变化。

乐乐平时还特别喜欢公主娃
娃。每次买了公主娃娃，都会细心
地为她们梳妆打扮、挑选精美的衣
服，有时甚至会偷偷拿出妈妈的化
妆品，给她的宝贝娃娃们化妆，然后
跑到妈妈面前，炫耀一番。“妈妈，你
看我的娃娃多好看！我都可以当化
妆师和造型师了。”妈妈笑着竖起大
拇指，夸奖道：“确实变漂亮了，看来
妈妈以后都不用自己化妆了。”小家
伙听了，歪着脑袋、拍着胸脯，奶声
奶气地说：“那当然啦！以后这些事
都包在我身上了！”

萌娃征集令

你家宝贝有没有超级萌的瞬
间？是不是说过令人捧腹大笑的

“名言”？与其在朋友圈里疯狂晒
娃，不如让更多人来欣赏娃儿的萌
趣时刻吧！赶快拿起相机或手机，
拍下自家萌娃卖萌撒娇或是搞怪有
趣的一瞬间，发送到 zzrbsg@163.
com，我们将在“家有萌娃”栏目晒
出来。

心境平和不止考生
家长也要平常心

对此，注册心理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积极心理学认证指导师马丽华副教授
认为，考试即将到来之时，各种状况都可能
出现，不少考生都会有考前紧张综合征，心
理能量的较量可能会比知识积累的较量更
多。“心境平和者，考前不会因为负面情绪消
耗更多的心理能量，全部的心力都可以花在
复习备考上，考场上自然就不会患得患失而
失去平日水准，甚至可能超常发挥。”

马丽华副教授表示，要应对考试带来
的压力，可从多方面着手。“对考生本人来
说，要力争做到早睡早起不熬夜，适量运动
不过量；饮食清淡不刺激，人际关系笑眯
眯。”马丽华副教授解释，运动可以带给考
生更多的积极能量，早睡早起可以让大脑
感受到规律性，而人际关系上，考前不要给
自己增加不必要的烦恼，自然就会心情平
和。至于考生家长，则要保持平常心态，确
保孩子身体健康，“不管孩子是怎样的规
律，都请尊重他。现在已经不是纠偏的时
候，父母能做的，就是注意孩子考试前后身
体不出问题。除非孩子要求，不要对孩子
指手画脚，也不要非得送孩子进考场或者
等他出考场。”

▲株洲考生和老师在考点门口一起加油鼓劲。（资料图）记者 谭浩瀚 摄

6月因为汇聚了高考、中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等众多重量级考试，而被称为“考试
季”。面对这些学生阶段的“大考”，真正能平静的考生不多，大多会有各种忐忑，表现为
紧张、焦虑、后悔、自责、内疚、愤怒等，俗称考前紧张综合征。究竟应该如何缓解考前心
理压力？

近日，家住石峰区的刘女士内心十分担忧。儿子
小刚去年高考前，连续六天没有睡一个好觉，成绩只
上了二本线。“我们都觉得还可以，但他觉得是失眠
影响了发挥，不然肯定能上重本线。”刘女士说，儿子
随后选择了复读，并向她保证今年考试一定能上一
本线。

复读期间，小刚情绪波动较大，陷入自我怀疑：
“我真的可以吗？如果今年又考不好该怎么办？假
如人生重来，我会不会后悔？”

此外，还有一些外部因素也影响着他的状态，例
如班上有些不爱读书被家长压着来复读的“学渣”，
不但自己不学习还成天嘲讽愿意读书的同学。一些
喜欢读书的同学又不愿意与人交流。

小刚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没有安心读书
的环境……总之，就是没有顺心的地方，怎么可能好
好学习，以最好的状态迎接今年的大考？而曾经那
些“学霸”因为考前紧张导致心态失衡而“马失前蹄”
的先例，也让刘女士担心不已：“儿子要是今年又没
有发挥好怎么办？”

即将参加中考的小艺有着类似的情况。以往小
艺成绩在班上中等偏上，在两个多月前一次小考上，
小艺冲到了班级前十，老师鼓励她说：“如果照这个
样子坚持到中考，应该可以上一个比较好的高中。”此
后，父母、老师和小艺自己都对考上好高中抱有很大
希望。“老师总跟我说，一定要保持这个成绩，别在关
键时刻掉下去！爸妈则变得小心翼翼，总说‘需要我
们做些什么你尽管说，我们一定想办法满足。只有
考上好学校，今后才有出息’。”

这让小艺满心欢喜之余又心事重重：“万一下次
小考没考好怎么办？”结果第二次小考，小艺的成绩果
然又掉到了二、三十名，“周围的批评声、鼓励声、质疑
声轮番上演，就是没有人说一句‘你辛苦了，你已经很
努力啦’。”小艺内心沮丧不已，“我感觉自己就不该来
到这个世界，不该参加这个中考。”

考前紧张综合征，指因考试压力过大
而引发的系列生理心理异常反应，可能表
现为：

1、考前紧张：情绪慌乱、恐惧、烦躁、神
经过敏，严重失眠、头痛、腹痛或吃不下饭。

2、考中紧张怯场：考场上写字手颤抖、
头晕出汗、尿频尿急、心悸心慌、思维紊乱、
记忆模糊、反应迟钝、头脑出现空白（晕
考），精神不集中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引
起头痛、肚子痛。

3、考后紧张焦虑。

爱“臭美”的小乐乐
□ 罗金鹏

家有萌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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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家长如何调节心理压力
心理咨询师来支招
□ 株洲晚报融媒体记者 赖杰琦

复读生压力大
担心再次发挥失常

家长老师期望高
初三生不堪重压

相关链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