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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国外学生的精彩暑假

7 月初开始， 我

市中小学生相继放假，

高中生们也开始享受

假期生活。 记者调查

发现， 与初中生相比，

高中生由于面临着高

考， 不管是出于被动

还是主动， 学习依然

是暑假生活的头等大

事。

7 月 18 日，在山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正在进行形体训练的特长生们。 为了明年的高考，这个暑

假对她们来说是忙碌而充实的。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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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生活调查之高中生篇

学习唱主角 打工长见识

为上补习班

放弃出游

即将成为高二年级学生的刘

瑞最近十分苦恼， 暑假还没到来

时，他的父母就计划让他外出旅游

一趟，但后来看到别的同学都在暑

假里选择上补习班，学习成绩中等

的他最终放弃了出游。在采访过程

中， 刘瑞连连叹息没有真正的暑

假，因为整个暑假被补习班安排得

满满当当。

即将上高三的李灵也选择了

上补习班。 李灵告诉记者， 还有

300 多天就要参加高考了，感觉时

间过得飞快，很多知识还掌握得不

牢，正好利用假期提高弱项科目的

成绩。 去年暑假，她和家人去武汉

玩了一圈， 今年暑假没有打算出

行。“暑假上补习班跟正常上课一

样要认真对待，希望通过最后一年

的努力能考上一所重点大学。 ”李

灵表示，整个暑假一直学习会感觉

烦躁，所以还是希望能劳逸结合。

李灵的妈妈赞同李灵上补习

班的做法。 她告诉记者，李灵从小

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也敢想敢

做，高考目标是考上军校。去年，他

们一家从武汉回来后就为李灵请

了家教， 高三是最关键的一年，所

以今年她没打算带孩子旅游。李灵

妈妈的教育主张是“学时踏踏实实

学，玩时尽情玩”，她不要求孩子必

须考上哪所高校，只要孩子尽最大

努力就行。

记者调查发现，对于学习成绩

普通的高中生来说，很多父母偏向

于为孩子请家教或报补习班。

到自家店里打工

都说爱学习的学生会趁暑假继续埋头苦读，

但淇滨高中的学生刘君没有这样做。 刘君告诉记

者，他的父母是靠做小本生意供他读书的，所以

这个暑假里，他要为父母分担一些工作。 刘君父

母经营的服装店店面比较大，店内常因缺少人手

发生丢衣服或现金的情况， 这让他父母烦恼不

已。 刘君是个理科生，头脑灵活，算账绝对是把好

手。 顾客较多时，刘君便负责收银和填写账单；空

闲时，他还可以拿出学习资料做做练习题，或看

些课外读物。 他说，这样一来，漫长的暑假里不但

不会落下功课，还能和父母一起经营自家的服装

店，享受一个充实而快乐的假期。

姚全，浚县一中高一年级文科生。 期末考试

结束后，他便来到自家经营的加油站开始了“打

工”生活。 7 月 14 日下午，记者电话采访时，他刚

刚睡醒，因为他凌晨 1 时才睡下，早晨 6 时就起

床“上班”，所以午饭后困得不行。 因为加油站离

县城的家有 30 多里路， 姚全就和另外两名工人

吃住在加油站。 姚全说，爸妈没有要求他来帮忙，

是他主动提出的，暑假这么长时间在家也没事可

做。

姚全的姐姐告诉记者， 弟弟学习成绩不错，

而且非常懂事，他读初中时，暑假就经常到加油

站帮忙加油、收款，业务早都熟悉了。

加油站工作不分昼夜， 而且到了晚上人身

和财产安全也是个问题， 所以姚全很早就体会

到父母挣钱的不易 。 就在前几天的一个晚上，

他迷迷糊糊从床上爬起给过路车辆加油时， 由

于晚上光线差， 只顾数钱的姚全没有注意到钱

的真假， 结果收了假币。 姚全介绍，经常会有司

机利用晚上给假币，有时防不胜防。 记者问姚全

辛苦不辛苦，他说：“不辛苦，就是太熬时间。 提早

接触社会也好，在家受不了的气到社会必须学会

受，在家吃不了的苦到社会就要学会吃，这样人

才能进步。 ”

其实早在放假前，姚全和同学就在一起讨论

过怎样过暑假。 部分同学打算跟父母出去旅游，

那时他也有这样的打算， 但后来想想父母没有

空，也很辛苦，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姚全的父亲姚林庆从不娇惯儿子，他幽默地

对记者说：“到这里管吃管住，暑假勤工俭学不是

挺好吗？ ”姚林庆认为，让孩子在社会上锻炼锻炼

成长快，不仅能开阔思路，提高自身能力，还让孩

子学会做人，社会也是一所大学校。

“宅生”关注网络和选秀

不少家长支持孩子暑假补习，但也有个别父

母认为逼迫孩子去学习的结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既花了钱，也浪费了时间。 他们更注重提高学生

的社会见识，于是便在暑假一开始就给上高中的

孩子寻找旅游的机会，比如夏令营、名校游之类

的活动，而这样的暑期计划也同样得到了孩子的

赞同。 记者调查得知，在出游目的地选择中，前往

北京游览高校的学生最多； 其次是参加夏令营，

正在进行形体训练的特长生。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特长生：专业课的路上没有暑假

大多数高中生通过参加普通高考跨进大学

校门， 也有部分音体美特长生想通过单招考大

学。 这些特长生除了要学习文化课外，专业课也

放松不得，所以暑假里，他们会像往常一样，依然

穿梭于画室、琴房、运动场……

17 岁的杨金促可是体育场上的小名人了，

2010 年第十一届省运会， 他一举夺得男子乙组

100 米和男子乙组 200 米冠军。 专业成绩这么优

秀，但他丝毫没有放松，别人过暑假，他则每天仍

坚持体能训练。7 月 14 日，记者采访时，身着运动

装的他刚结束早晨的训练。

杨金促从小热爱体育，上小学六年级时被鹤

壁市体校选中，开始主攻短跑训练。 如今已是国

家二级运动员的他说，体育特长生除了身体受伤

时可以休养一段时间，平时休息不能超过一个星

期，否则体能下降很快，再提高就难了；而且体育

训练一年半载不出成绩，暑假是提高专业水平的

好时期。

记者了解到，暑假里，每天的 6:00~7:30、16:

30~19:30 是杨金促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和他平

时上课时一模一样。 等一天的学习和训练结束

后，他躺到床上睡觉时已将近晚上 11 点。“搞运

动的人通常休息不好， 我现在缺乏的就是睡眠，

还好每周日能睡个懒觉。 ”杨金促说，高中一年的

学习生活他已经习惯了，没有暑假也很正常。 交

谈过程中，记者发现杨金促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

孩子，他希望自己两年后能顺利通过北京体育大

学的单招考试，他说现在吃苦是值得的。 今年暑

假， 他还要参加两次比赛：7 月 21 日在鹤壁高中

举行的 2011 年河南省青年田径锦标赛和 8 月份

在外地举行的一场全国性比赛。

记者当日联系到了杨金促的父亲杨志刚 。

杨志刚说 ， 他很支持孩子走体育这条道路 。

“杨金促上高中前， 每年暑假， 不管旅游地点远

近， 我们全家都会一起出游，主要目的是为了让

孩子开阔眼界。 今年暑假，如果工作不忙、孩子也

有时间的话， 我们全家还会外出爬爬山、 看看

景。 ”杨志刚说。

核心提示

去日照、青岛等海边城市一睹海景；另外

还有前往南京、上海、广州，甚至还有远赴

港澳台一游的。

尽管如此，学习之余，高中生暑假出

游的几率远远落后于“宅”在家里玩电脑

和看电视。 这些“宅男”和“宅女”所关注的

是发达的网络世界和暑假热播的“快乐女

声”。

在采访过程中，市外国语中学即将读

高三的李飞表示，他不喜欢在假期里再埋

头读书，相比之下，他更加青睐在网络世

界里接触新鲜事物。 李飞说，现在网络上

流行的微博、 论坛等都会让他增长见识，

比如众多网友对某事件的看法、国内外新

闻的最新视角、不断更新的知名人士博客

等，这些知识往往从书本中难以得到。 李

飞在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时毫不犹豫地

选择了文科，这也跟他对浏览网络的独特

爱好有关。

与李飞不同的是，同样在市外国语中

学即将读高三的张丽喜欢躲在家里看电

视。 用张丽的话说，她是一个十足的“宅

女”，有时候甚至“宅”到连旅游、社会实践

和同学聚会都没有安排， 整天窝在家里。

典型“90 后”的张丽在暑假一开始 ，便开

始关注今年的选秀节目“快乐女声”。面对

即将来临的“黑色高三”，张丽显得十分淡

定和乐观，因为她早已决定要为自己放最

后一个暑假，然后再精神百倍地迎接压力

百倍的高三。

对于“宅”在家里不出门，高中生们也

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普遍认为其实“宅”也

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日益发达的网络

和不断丰富的电子产品成了“宅”的重要

保障。 越来越多的人“宅”在家，并不是因

为他们不想出门，而是因为在网络上就能

满足他们的基本需求。

在淇滨高中担任语文老师的张晶说，

越是过假期，学生越应该对自己要求严格

一些。 她建议高中生在适当放松后，可制

订一份详细的计划来合理安排暑期生活，

要处理好学习和娱乐的关系。娱乐是假期

里必不可少的项目，但不可缺少理智。 例

如，电脑可以玩，但要做到适可而止；电视

可以看，但要有选择性。在自律的同时，还

要有意识地培养自理能力，例如可通过做

一些家务与父母进行思想交流，减少对父

母的过度依赖，树立起责任意识等。

澳大利亚：

打工上学旅行

假期丰富多彩

根据澳大利亚中小学的学制，澳大利

亚中小学生一年中能享受到 4 个假期。 不

过每个州的假期长短都不太相同。 一般来

说， 圣诞节期间的暑假假期是最长的，大

约有 5 个星期的时间。

与中国的父母一样，如何安排孩子们

在假期的生活，是澳大利亚家长们感到头

痛的事情。 孩子们可以在兴趣班里学习游

泳、橄榄球、澳式足球、网球、绘画、唱歌、

乐器、甚至学习做家务。

对于大学生们来说，假期的安排就更

丰富多彩了。 打工、上学、旅行，都是令人

期待的假期生活。 一些学生希望能利用假

期为自己挣点学费，他们就会充分利用这

段时间去打工；好学的学生会选择在暑假

和寒假上课，因为澳大利亚的大学在假期

也会安排一些暑假班和寒假班课程，与平

时的课程算同样的学分，所以想让自己尽

早毕业的学生会选择抓紧一切时间上课；

当然，想要放松一下的学生，也会选择与

朋友们一起出门旅行，尽情享受来之不易

的假期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