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个别院校开设新专业，

与学校的传统专业优势存在较

大差距，比如，工科类院校开办

影视专业、 农林院校开设国际

贸易专业等， 对这些所谓的新

专业，考生须谨慎对待。

专家还提醒家长， 选专业

时，家长最好只提供参考意见，

不要将自己的愿望、 喜好或判

断强加到孩子身上。（张炯强）

“同学的竞争、老师的叮

嘱、家长的期望，再加上媒体

的过分渲染， 使得高三学生

不由自主开始对高考成败的

严重性投以越来越多的关

注。 ”广州大学教育学院梁瑞

仪老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高考对高三学生来说，是

一个重大挑战， 要消除考试

焦虑和学业焦虑， 考生必须

用科学的对策进行自我调

适。

“考上理想的大学并不

是高考的完全成功。 ”作为高

校教师， 梁老师接触过不少

以优异成绩考进大学， 却最

终因为一时的飘飘然、 抵受

不住诱惑而无法顺利完成学

位的学生。 她认为，高考不但

考知识， 还考能力和心态：

“高考的成绩不会决定你一

生的命运， 但是你的信心会

影响你事业的前景。 ”

对于学生的考前焦虑，

梁老师建议， 考生平时要保

持积极的心态， 不断给自己

积极暗示， 写一些鼓励自己

的字条。 在过于焦虑时，考生

可放下手中的作业， 抽时间

和同学、好友交流，向家人倒

苦水， 要把内心的压抑及时

地宣泄化解在萌芽状态，而

不要闷在心里。“考不好并不

意味着自己的价值、 生存发

展条件和前途都没有了，因

为还有很多人生道路可以走

,

考好了也要做好尽快投入大

学生活的准备， 使下一阶段

能够得到更好的成长。 ”

（陈学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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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高考

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学校老师、

家长、 亲戚朋友的

期望， 同学之间的

竞争， 对自己前途

的忧虑……这些，

均是困扰高三考生

的压力来源。

眼看离高考只

剩下不到一个月的

时间， 这“临门一

脚”该如何踢？考生

们心急如焚……

拼弱项丢强项，项项皆失

“弱项不弱、强项更强”

一直是高三老师对考生的复

习效果期望。 然而，记者在走

访中却发现这“最美好的期

望”却令学生肩上的压力“百

上加斤”。 高三学生盈盈就曾

在

QQ

签名上如此“立誓”：目

标———数学

140

分！ 冲啊！

为了联系盈盈， 记者可

真费了不少工夫， 从上周六

上午开始打电话一直到周日

下午， 她家人不是告知她去

了补习班、 就是去了图书馆

自习， 每次都与记者的来电

“失之交臂”。“快要高考了，

孩子的时间是‘针插不入’啊

……” 接电话的盈盈爸爸李

先生如是说。

日前， 记者终于与回家

吃午饭的盈盈通上了电话。

一开始， 电话中的盈盈语气

还很轻松， 在谈到模拟考试

成绩时， 她还大方地告诉记

者：“考砸了，只有

400

多分，

没上本科线。 ”记者问她有没

有自己找原因， 盈盈还笑着

说是数学没考好， 语文的作

文又跑题了。

“我有点偏科，理科一直

都比较弱，特别是数学，为了

让数学变强，这学期开始，我

每天都用

5

个小时来做数学

题，‘一模’ 前几乎所有时间

都用来复习数学， 没想到考

试时还是有很多题不会……

连最有信心的语文也考砸了

……接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复

习好……”说着说着，这位老

师、 家长口中的“刚强班干

部”却“哇”的一声痛哭起来。

临高考拼时间，“针插不入”

高三学生小李给自己订

下了一个时间表： 早上

5

点

起床背

1

小时英语单词、

1

小

时历史；中午做

10

道数学题

后再吃饭； 晚修两小时必须

完成一套试卷： 周一、 三历

史，周二英语，周四语文，周

五数学； 晚上睡觉前再用

1

小时背英语单词、

1

小时背历

史……周日全天补习。

记者算了一下， 除去吃

饭和在上学路上的时间外，

小李一天休息不到

6

小时。

据小李妈妈吴女士介绍，为

了坚持每天中午做

10

道数

学题， 小李常常饿着肚子放

弃午饭， 有一次差点昏倒在

厕所里。“儿子性格倔强，谁

劝都不听， 现在只能期望高

考后再给他好好调养身体。 ”

据记者观察， 小李班上

50

个学生中， 像他一样给自

己订下“铁人”时间表的还不

少。 他的同桌阿黄就在课桌

上贴了一张编排得密密麻麻

的复习计划表， 完成一项就

打一个“钩”。 小李告诉记者，

高考越来越近了， 同学们都

在暗中较劲， 他可不能输在

后头：“别人复习

10

小时，我

就复习

12

小时， 越到最后，

就越要拼时间！ ”

为就业“有保险”，定位名校

近年来， 大学生找工难

的新闻不绝于耳； 今年的金

融危机， 更让大学生的求职

路雪上加霜……这些， 高三

考生们都看在眼里。“连大学

生找工作都难， 更何况考不

上大学的人？ 所以

,

要读就读

名牌大学， 这样就业才有保

险！ ”读高三的静敏这样对记

者说。

据静敏介绍， 早在高一

的时候她就给自己订了一个

详细的“规划”：高一保持全

级前

10

名，高二争取进入文

科重点班， 高三模拟考一定

要过重点本科线， 高考考上

中山大学中文系……

目前为止， 高一、 高二

的“目标” 静敏已经全部完

成， 而且在前不久的“一

模” 考试， 她也得到“漂

亮” 的

600

分， 接下来只要

继续再接再厉， 她没准能赢

个“满堂红”。

然而，离“最后决战”日

期越近， 静敏却越感吃力。

“‘一模’后我就失眠了，脑里

全是考试时的情景， 挥之不

去。 好不容易睡着了，却又梦

到高考失利，吓醒了，之后更

是一夜难眠……”为此，静敏

还特地去看了校医， 医生的

诊断是：压力太大，精神过度

紧张。

“现在我只能靠安眠药

入睡。 ”静敏坦言，一直以来

的“顺风顺水”并未能为她打

上一支“强心剂”，反而令她

的压力与日俱增。“老师、爸

爸、妈妈、爷爷、奶奶、同学

……全世界都在看我， 这次

我不能输， 也很怕输……高

考‘一锤定音’，输了就什么

都没有了……”她说。

信心比什么都重要

核心导读

专业填报攻略

别光看“ 时髦”名称
这些年来， 高校新专业屡

屡推出，而且，许多新专业的名

称很前卫、很时髦。 但这些专业

往往没有“学科实力”和“学业

就业”的资料参考，搞得家长、

考生一头雾水。 高招专家提醒，

面对专业选择， 考生应掌握以

下技巧：

技巧一：要了解课程设置

高校中很多专业名称非常

新颖，比如金融工程、生物信息

技术与管理等。 很多学生看着

专业的名字“时髦” 就盲目报

考，其实，考生和家长应该多了

解专业的课程设置、 就业方向

等， 同时也要考虑本人的兴趣

和爱好。

技巧二：要考查师资力量

在面对一些较“偏”和“专”

的新专业时， 不要忘记考查一

下院校师资力量、行业背景、培

养目标等综合因素， 这与考生

将来的就业有密切关系。 也有

一些高校因“专业名称不好听”

而“新瓶装旧酒”，变旧专业为

新专业，其实是“换汤不换药”。

技巧三：分析就业前景

现在很多考生总是喜欢报

考金融、贸易之类的热门专业。

事实上， 热门与冷门是相对而

言的，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冷

门与热门也会出现交替。 因此，

考生报考专业时应考虑社会需

求的发展趋势， 结合自己的意

向和兴趣， 关注该专业的发展

前景，作出综合判断，不必一味

追求热门专业。

技巧四：权衡与院校关系

咖啡导致尿频，零食忌选坚果

高考饮食有讲究
对学生来说， 高考不仅仅

是一场考试， 更有可能是一场

决定命运的挑战。 与此同时，家

长们也紧张起来。 怎样给要参

加高考的孩子饮食以合理的安

排，是家长们最关心的问题。

饮食最忌减主食

考生的饮食要保证主食的

摄入量， 以前人们总是认为主

食可有可无，只要多吃些鱼类、

肉类的食物即可， 其实这些食

物只能补充人体所需的蛋白

质， 而大脑的思维主要依靠的

是葡萄糖， 只有主食才能转化

为葡萄糖， 这就需要每天要摄

取一定量的主食。 专家强调：

“不吃主食人不仅会有饥饿感，

而且还会影响大脑的思维能

力。 ”

咖啡会导致尿频

考生考前应多喝水， 每天

要保证

1500

毫升至

2000

毫升

的摄入量， 切忌以喝饮料代替

喝水，最好是白开水。 充足的水

分可确保血液循环顺畅， 这样

大脑工作所需的氧才能得到及

时供应。

一些含糖的饮料在吃饭前

最好不要喝，易产生饱腹感，不

利进餐时的食量。

专家特别提醒考生在考试

期间一定不要喝咖啡， 因为咖

啡因的作用会使人尿频， 影响

考生的临场发挥。

零食忌选坚果类

零食可以适当吃些， 但要

记住： 油腻的食物及坚果类食

物，如瓜子、花生要少吃，还有

甜食及奶油过多的食物要少

吃。 有的考生一看书就想吃零

食，但是又怕会吃胖。 为此，专

家建议， 不妨选择吃黄瓜及水

果等，可以有效控制食量。

厌食宜用“羊吃草”法

考生如果考前压力大， 产

生厌食感， 家长可以把每日三

餐变成每日四餐、 五餐， 增加

进餐的次数， 即采用“羊吃

草” 的方法， 在控制总量的前

提下， 多餐分吃， 也同样可以

摄取到考生一天所需的营养

量。 （羊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