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五课文

高考

”几家欢乐，几家愁”：每年七月高考以后，人们总要想到这句话。
考试前后，考生们紧张，家长们更紧张。因为能不能上大学，是

决定一辈子前途和命运的大事。这样的大事，你能不紧张吗？！

由于家长的宠爱，中国的孩子被舆论界批评为”小皇帝”。可是，
究竟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痛苦呢？

请听听孩子和她们家长的诉说吧－－－

清清，女，北京某些重点学的学生：

我小学是在一个很一般的胡同小学上的。那时候也不知道用功，

所以小学毕业也没考上重点中学。没考上就没考上吧，我还是

不懂得着急。直到有一回考试，我的名次落到了第二十五名，这

才第一次急了。不久又面临中考，突然感到了一种命运压力。整

个初三年级，同学们天天都被习题测验，考试压迫着。考上了重

年高中，以为总可以放松几天了。可一进学校，老师就开始讲考

大学的事了。老师说，我们只是二类重点中学，靠大学不是

保险箱。一听这话，我们的神经一下子比初三还紧张了。

老同，高二学生家长：

我们一家三口，每天最紧张最辛苦的就数女儿了。早上七点多

到校，晚上做功课至少到十点多，只有星期六晚上能看半个小时

电视。有人说，现在的孩子没有劳动观念，不做家务事。我不同意

这种说法。孩子连跟父母多说几句话的工夫都没有，哪儿来时间

干家务？吃完饭的二十来分钟是我女儿一天中最轻松的时间了，

我们能够聊上几句。就这点没负担的时间，我们还情不自禁地聊到

她的学习上去。要不是营养跟得上，这书还怎么念下去？

老林，北京大学学生家长：

我女儿现在算是解放了，这是她自己说的。前不久我问她，功课

压力大不大。你猜她怎么说？她说，中学那”不是人过的日子”都
过来了，大学还点功课算得了什么？

如果说过去中小学生的负担主要来自学校的话，八十年代未以来，

很多父母又剥夺了孩子们已经极其有限的一点玩的时间了。为了使

孩子们在未来的竞争中更有把握，父母们忍着内心的痛苦，从幼儿园

起就把孩子”逼”到钢琴前，画架前。一旦有了”特长”；考重点学校时
可以加分。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人们都说，中国学生最苦。问题是，学生有必要这样竞争吗？所有

的学生都要挤在上大学这一条路上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