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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要不要我陪考”
每年中招，考场门口总有一道“陪考”的亮丽风景线，这就是陪考的父母。用“可怜天下

父母心”绝不为过。
有人说家长陪考让考生压力变大了，有人说家长陪考能鼓励考生用心考试。
家有考生的李女士告诉记者：“我和孩子的爸都想陪孩子两天。但对陪考是好还是坏，

孩子究竟是否需要我们陪考，心里没把握。”
专家把脉：是否陪考要看具体情况和考生的态度。
假如家长有陪考的想法，可事先与孩子沟通。如果孩子坚决不要家长陪考，家长最好就

不要去，否则会给考生造成压力，反而影响考试情绪，导致发挥不好。如果孩子提出陪考要
求，认为家长的鼓励和加油，能让他有更大的考试动力，家长最好陪考。总之，以不影响孩子
考试的心理为原则。

“该不该对孩子说安慰语”
这几天，记者小区的家长闫先生很纠结：“中考考的不只是学生，还有我们这些家长啊。”
原来，他不知道，在孩子考试期间，该不该对孩子说“安慰语”。

“说者无意而听者有意，如果孩子不需要，我们说了，无心之过会不会害得孩子胡思乱想
影响考试？”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与闫先生有着同样忧虑的考生家长还真不少。“平时孩子的考试结
束，我都会问考得如何。但这次中考我还能问吗？”市民吴女士问。

专家把脉：中考期间，家长要尽量把“想知道孩子有没有考好”的心思藏起来，不要问“考
得好不好”之类的话。考生在中考的时候对外界比较敏感，家长的言语不当反而会增加孩子
的心理压力。“‘安慰语’避免使用，以免适得其反。”

如果孩子考得好，你不问孩子也可能会和你沟通。考得不好，你问了，可能容易引起孩
子的情绪波动，影响接下来的考试。

但家长要鼓励孩子“考完一科扔掉一科”，告诉孩子不要对答案，要相信自己，充满信心
地迎接下一科考试。

考赢中招“考期疑虑征”抛到脑后
6月25日中招开始。根据以往经验，中招前，“考期疑虑征”总会笼罩部分考生及家长，为此，记者特请郑州市社会心理学会副秘书

长、心理学专家赵红旗，对这些症状进行“把脉”，并“对症下药”，让他们能够在中考两天里轻装前进。 晚报记者 唐善普

“首科考砸了咋办”
往届常有一些考试发挥失常的考生，其中一部分还是平时成绩较好的。

更有甚者，有的考生整个考试的成败都归结在第一科的发挥上。
“第一科考砸了，后面的考试肯定受影响。”在接受采访时，大多数考生表

示。
专家把脉：自信，有助于考生保持考试的良好应试心态，发挥出应有水

平。但有些考生的度把握得不好，陷入误区就不对了。
许多考生都会存在弱势的科目，如果第一科考的是弱势科目，就盲目地说

自己“没希望”了，显然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否定。
正确的做法是，考完的科目要立即放下，你后面还有好几科在等着你呢，

没必要因为芝麻而丢了西瓜。
要明白，你感觉题目难，你的同学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你不会的，别人可

能也不会。
需要提醒的是，有这种心态的考生家长，这个时候要用轻松的态度，以鼓

励为主，让考生以最轻松的状态参加下一科的考试。

“别人找我对答案咋办”
“在考场后，遇到同学找我对答案怎么办？对吧，自己不愿意。拒绝吧，同

学肯定会说我。”初三学生韩冬提出的问题，可能是许多同学会遇到的。
专家把脉：遇到这样的情况，考生要敢于拒绝，不要因为顾及情面而影响

自己的考试。
另外，你也可以告诉你的同学，对答案的坏处，建议他不对答案。考过了

就考过了，要放得下。同时与他一起讨论下一科的问题，转移他的注意力。

新起点 之 中招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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