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听，您看，您说……自己的，身边的故事
成为晚报的市民记者
我们给您一个平台，和您一同记录生活的点滴

高考后的第二天，当别人家的孩子正在发狠要好好睡它
个几天几夜的时候，儿子却一本正经地对我说：“妈，我明天就出去找
个活干，如果这次考不上学，我就随便找个技校读算了，免得浪费钱。”

不用猜，儿子一定是考得不好，没有把握，所以要提前给我打个预防针。
望着儿子一副要豁出去的样子，我还能再说什么，笑着鼓励他道：儿子，没关系，
车到山前必有路，条条大路通北京，只要有信心，咱什么都不怕。

其实，儿子学习一般，我比谁都清楚。儿子也不是头脑笨，学习不好，他只是一
直没有把心思用在学习上。上初中的时候还在前几名，可是一上高中，他就开始不用
功了，特别是高三的下半年，他开始迷恋上打游戏，为这事，我不知道费尽了多少心
思。晚上到学校接他，与老师联系，到网吧里去找他，我什么方法都用过，只是他把学
习落下了，就再也没有心思好好学习了。

没让我们费心，到了第二天，儿子就真的去了一个熟人开办的饭店里帮忙当服务
生了。正是天气很热的时候，儿子每天都起早贪黑，很是积极地去上班。有时候，我
跑去看他，心里总有些不忍，想想他从小什么活都没干过，一直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
手的日子，眼看着他这样一天一天地受累，我又不能说不让他干了。我几次到他
所在的饭店吃饭，想让他坐下来陪着好好休息休息，可他每次都很自觉地说：

“妈妈，我不累，这样干点活很好的，你不要担心。”
望着越来越懂事的儿子，我觉得真的一天比一天更成熟了。我在想，

无论儿子考没考上大学，我都觉得无所谓了，因为，他长大了、成熟了，
再也不是那个什么都不懂的毛头小伙子了。

市民记者 郭敏

女儿中考的时候，中考体育这一项

就犯了难。她从小身体素质并不好，曾

经免体一段时间，经过测算发现，40 分

的体育总分，平时体育课占10分，篮球、

仰卧起坐以及 800米各占 10分，免体的

孩子只给及格分，继续免体最多只能得

到28分。如果不免体，经过体育老师指

导练习，结果往往会比28分高。如果在

体育分上甘愿认输，那我们今后还怎么

准备别的考试呢？决不能让孩子输在

起跑线上，从精神上我们要做好后盾，

给予最好的支持。

所以，女儿每天放学一回家，我们

娘俩就在她的小床上，我双手压住她的

脚，开始仰卧起坐的练习，同时掐表一

分钟，看能做多少个，距离满分还有多

少，调整节奏和速度，渐渐地也有了一

定经验，成绩从 42个提高到 55个，对满

分有了一定信心。这

个项目的进步给了我

们很大鼓舞，于是继续

攻克篮球绕杆

跑。除了在学

校的体育课上

接触过篮球，

平时在家锻炼

不多，我特意

买了一个篮球

放在家里，饭

后到外面的空

地上拍球，找

手感，只有在

熟练的基础上，带球绕杆跑才不会出现

失误。
另外，我还给她找了个私人篮球教

练，场地就在地坛体育场，和中考体育的

场地一样，是塑胶跑道，教练指导女儿篮

球之后可以指导跑800米。我在旁边拿

衣递水干着急，使不上力气，看到女儿跑

了一圈就开始大口喘气，我也想试试800
米跑下来到底是什么感觉。800米，看起

来不过两站地的距离，平时走起来倒没

有什么，但是跑起来发现，确实没有那么

简单，老胳膊老腿不经过锻炼，跑到一圈

半的时候就要罢工，好歹坚持跑完全程，

我已经软成一摊烂泥了。为了鼓励女

儿，我咬牙坚持着，等歇过来之后，忙不

迭又开始跑起来，就这样，我们一老一

少，在偌大体育场里，一前一后，咬紧牙

关，跑呀跑，真正达到了充分利用场地资

源。而每个周末，我们都坚持买票入场，

锻炼两个小时。那段时间，每天忙忙碌

碌，心里却很期待。

最终，女儿以最好成绩37分作为中

考体育成绩，和文化科分数一起顺利过

关重点线。虽然在初二时，她曾经参加

选拔考试，并幸运地被本校高中部录

取，但是在中考的每个关口，我们都不

曾掉以轻心，因为这并不事关面子的问

题，而是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

回望走过的这些日子，感觉无愧于

任一环节，因为我们已经全力以赴。从

来没有免费的午餐，幸好，我们陪你走

过。
市民记者 梦航

每一次都要全力以赴

儿子的一天
儿子上初三，眼看中考在即，家里充满了临战前的紧张气息。
早上六点整，我把粥盛好，饼和菜摆在餐桌上，敲响了儿子的房

门。儿子迅速起床，洗脸、刷牙，坐下就餐。
“儿啊，昨晚看书到几点？”“作业都多死了，哪有时间看书呀。”儿子头也不

抬不耐烦地回答我。我只好闭嘴。以前儿子从不为作业烦心，这两个月，每天
的卷子都堆积如山，他有点招架不住了，就连周六也不让家教老师来上课了。

中午，我把米饭盛好，把炖排骨烧青菜摆上餐桌。楼梯上响起儿子急促沉重
的脚步声，我拉开门，儿子进家门、洗手、端饭碗，动作一气呵成。

我眼巴巴看他吃完饭，问：“昨天考试成绩咋样？”“差不多吧，比上次进步了一点。”儿
子回答得轻描淡写。“啊？那咱报的志愿会不会亏了呀？”我有点后悔低估了儿子的实力。

今年中招实行了新政策，提前在网上填报志愿，过了规定的时间就不能修改，并
且一旦被报考学校录取，也不能再改变主意到其他的学校就读。还没考试先报志愿，
老师和家长都很忐忑，为此学校还专门召开了家长会，详解招生政策，指导学生报
考。家长会那天，大家拿着大把的资料，询问、对比、商讨。不要怪我们认真，一个
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孩子与心仪的学校失之交臂，实在是大意不起啊。

考试更是成了家常便饭，儿子久经考场，早已处变不惊，无论成绩好坏，似乎
都影响不了他的情绪。认真的只有我，每次都为他的成绩揪心。

晚上要上自习，直到十点左右，儿子才会结束一天的学校生活，背着书包疲惫不
堪地踏进家门。这并不代表着就可以休息了，通常是还要再做一会儿作业的。

“做题要保持正确率”“一定得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话，差不
多成了我每天的结束语，自己也觉得怪烦的。好在，中考终究会过

去，我和儿子解放的日子就要来临了。
市民记者 范利娟

不留遗憾
儿子上学了，怎么不是尖子生？我说儿子上学太早了，丈夫说儿

子太贪玩。儿子上中学了，名次仍然停留在中上。
面临中考，丈夫说，这怎么能行？他天生火暴脾气，动不动就爆炸，

对儿子动辄教育加训斥加责备，声音由小到大，由低到高，到最高分贝，儿
子害怕。我跟丈夫讲某名人当学生时的分数，他反倒更火了，说我护着儿
子，这样不分轻重宠儿子，无疑是害了儿子，我们开始了吵闹。

我不得不放手。晚上儿子从学校回来，丈夫说，儿子，热了吧，吃冰西瓜
吧，提前一个小时拿出来的，不是太凉。儿子大口吃，他问：“儿子，今天复习
得怎么样？有不会的问题赶紧问老师，中考时间不多了，一定要抓紧啊！我
每天晚上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想你的学习、吃喝，每天给你买什么好吃的、
好喝的，像陀螺转个不停，你可不能辜负你老爸的一片苦心呀！”儿子点头。儿
子在看书，他找借口进儿子书房监督。

儿子的眼皮在打架，他看儿子睡着了，叫儿子振作精神。儿子的样子，分
明是被吓醒了。一会儿，儿子倒下睡着了，丈夫又叫醒看书。

我不忍心，和丈夫吵不是时候，闭着眼睛睡着了，梦中我质问丈夫要儿子
还是要成绩？这样如临大敌！儿子能考出好成绩吗？不妨多问问儿子，需要
怎么配合他面对这次考试，知道他需要我们做什么，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丈夫
和我瞪眼睛，我竟然醒了，看丈夫还在看着儿子呢。

我说，我做梦了，儿子问我做了什么梦，我说梦见儿子架着飞机，离开地
面飞向空中，说不定有一天儿子能当飞行员，在草原上空盘旋，随心所欲。
丈夫说儿子从小喜欢飞翔，说不定儿子以后真的能当飞行员。我说不一
定要考出高分，上不了重点高中，考不上名牌大学，只要有好身体，有一
技之长就有出路。

第二天，儿子说受妈妈影响，昨晚在梦里飞来飞去，醒来头脑发
热。儿子着急上火，发烧了，去看大夫。儿子休息一天，还没痊愈

就去上学。我和丈夫理论，把儿子给逼病了，我们又争吵起来。
中考临近，儿子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考试发挥正常，虽
然进不了重点，但我和丈夫尽到责任，没有遗憾。

市民记者 黄春文

女儿终于高考了，我们租了三年的
“陪读房”。回想三年陪读生活，苦并快乐着。
三年前，女儿考上了市区一所重点高中，我们一家开心不已。

那时老公正在市区打工，为了与老公团聚，也为了照顾女儿上学期间的生
活，我们一家在学校附近租下了一间45平方米的小套间楼房。虽然房子简陋，但

是经过我和老公的用心装点，一个温馨的小家很快组成了。
所谓小套间，即由一大一小两个房间组成，大屋20余平方米，小屋不过5平方米，为了

让女儿住得舒适，学习环境敞亮，我和老公挤在小屋，大屋让给女儿。三个月后，老公的建筑单
位转战到另一座城市，只剩下我与女儿相依为命。

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习，家里的一切都是靠我自己，老公离开后，厕所堵了、电源线短路了、阳
台漏雨了，这些麻烦事，我都得自己想办法解决。记得有一次扛着煤气罐上5楼，累得我两眼发黑，
从楼梯道上摔了下来。

没有老公在身边，日子过得很难却让我开心。为了贴补生活费用，我到批发站批了一些针织百
货摆在路边卖。当时，为了不让女儿在同学面前难堪，我没有把摆地摊卖货的事告诉女儿，而且还
在卖货时戴上了口罩。炎热的夏天，戴口罩使我脸上起了痱子，女儿在为我找药时看到放在床下
的货物，那一刻，女儿什么都明白了，她在我面前流下了眼泪。从此，女儿再也没有让我带她去
“麦当劳”。

高考前两天，在接女儿放学的路上，女儿高兴地对我说：“妈妈，我这两年攒了一
些零花钱，有300多元，等考完试，我要带你到市里新装修的电影院看一场电影，

让你好好开心一下。”高考结束后，我的生日也到了。这天，女儿非要亲
自为我做道菜，虽然当时她把鸡蛋煎成了焦煳状，可我吃在嘴

里却甜在了心里——女儿高考了，我知道女儿也长
大了！ 市民记者 韩桂春

家有考生

下期预告：爱好与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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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高考以后

在陪读中见证女儿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