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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与孩子一起经历“高考人生”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章清清

2024 年高考已经结束。每年高考，奔赴考场的不光是老师、考生，考场之外，万千考
生的家长同样承受着高考的洗礼，尤其是高三家长们不亚于也完成了一场大考。近日，我
们采访了三位有代表性的高三家长，请他们分享高三这一年和孩子经历的酸甜苦辣，听听
他们作为“过来人”讲述对陪考的心得体验、对教育的认知和感悟，以及对孩子成长的期
盼和规划。

从孩子的兴趣、
性格和能力优势做规划

“我也是一位高考生妈妈，

最近与孩子交流最多的话题就是

志愿填报，还有未来他想往哪个

方向去发展。”湖南女子学院副

教授罗志慧长期关注家庭教育咨

询指导工作，而她的儿子刚刚参

加完今年的高考，她谈起未来规

划感慨良多。

在她看来，职业发展方向考

虑三个要素——兴趣、性格、优

势。人们往往会对感兴趣的领域

投入更多的热情，也更容易从中

得到获得感，而不同性格与某些

特定职业更为契合。比如细心的

孩子适合从事财务、数据分析、

质量控制等工作；创新、灵活和

善于变通的特点更适合设计、研

发和市场营销等工作……家长要

多考虑孩子的能力优势，选择能

够最大化激发孩子潜能的专业和

职业。

“在众多专业和职业选择面

前，基于孩子的兴趣、性格特征

以及能力优势来进行明智的选

择，能更好地和孩子找到契合他

专家：高考后家长与子女并肩规划未来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吴雯倩

随着高考的落幕，考生们通常会感到如释重负，而家长们则紧接着步入了一个新的决
策阶段——如何为子女规划未来的职业道路。对此，家庭教育专家又有哪些建议？

们发展的道路。”罗志慧说。

做职业规划别焦虑，
遵循孩子发展大趋势

湖南省家庭教育研究会常务

理事、湖南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

王卫华认为，家长在为孩子讨论

未来发展方向时，还可以依据社

会的需要、人的独特性去规划。

根据社会需要去选择能让孩子的

技能与市场需求相匹配，从而增

加就业竞争力。

“但做职业规划也不用太焦

虑，遵循孩子依次成为生物人、

社会人、职业人的发展大趋势，

因为所学专业与未来职业相关性

正在不断降低。”他认为，孩子

刚出生是生物人，受教育阶段是

为成为合格的社会人做准备，工

作之后成为职业人。从事具有创

造力、情感洞察力和决策能力的

工作，是人工智能难以替代的，

也能够帮助孩子在专业领域建立

独特优势，实现职业生涯的长久

与稳定。” 

 “我应该算是一个比较轻松的

高三陪读妈妈吧。”6月18日，长沙家

长陈女士笑着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因为我女儿是艺考生，整个高

三上学期，她基本都是在艺术培训

机构进行专业培训。”不过，在陈女

士看来，女儿艺考的这条路也经历了

几番波折。

“高二下学期，她才决定学播音

主持专业。我们充分尊重她的意愿，

但她突然转换艺考赛道，确实也面临

很多困难。”陈女士介绍，艺考生在

高考前一般会要参加省艺术联考和

专业对口学校的校考, 这是两轮专业

技能考试。因为学习专业的时间不长，

省艺术联考女儿只考到一个中等的名

次，比她期待的中上成绩差了一大截，

“当时她是哭着走出考场的”。

陈女士坦言，女儿艺术联考成绩

不佳，不仅让她自己很有挫败感，也

让做父母的感受到了压力。毕竟联考

过后，高考已经迫在眉睫。如果联考

成绩不错，就可以直接回学校去抓紧

时间冲文化成绩，不用再浪费时间参

加校考了。

不过，陈女士和丈夫虽然急在心

里，表面上还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

给到女儿更多的压力，也充分尊重她

继续参加校考的决定。

陈女士说，女儿从小多才多艺，校

内校外都参加过不少文艺演出，他们

觉得女儿艺术联考的失利，可能更多

的是因为心态和经验的问题。为此，他

们一方面帮助女儿调整心态，降低对自

己的期待值；另一方面，也竭尽所能为

女儿及时寻找专业老师进行有针对性

的指导。功夫不负有心人，女儿最终通

过自己的努力，拿到了中国传媒大学和

浙江传媒学院的校考专业合格证。

“我女儿的文化成绩在艺考生里

本来就还可以，有了两张合格证，算

是吃下了定心丸。”陈女士说。所以

在长沙经商多年的柳先生是浙江

人，他的儿子今年在浙江参加高考。

虽然没有陪读，但柳先生说，这一年

他是身在长沙，心在浙江，一直为儿

子悬着一颗心。

“高三这一年我儿子的情绪都不

太好，每次电话打过去，都是应付式

地回答我几句话，尤其不能提学习，。”

6月17日，柳先生说，后来，他才知

道儿子在这一年一直在心灵的泥潭里

跋涉。

“我跟他聊天，他才告诉我说，

当时他很迷茫，找不到人生的方向，

不知道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导

致学习也没有动力。”柳先生说，当

时他虽然为儿子焦虑，但在长沙也鞭

长莫及，只好嘱咐妻子多关心关注儿

子。不过好在儿子在老师和同学的帮

助，最终从‘泥潭’中走出，渐渐明

晰了人生方向。“他跟我们说，他的高

考目标是考上长沙的国防科大”。

高考前几天，柳先生放下手头所

有工作飞回了浙江，专心陪儿子参

加高考，主打一个精神支持，并且

在高考前三个月就找了专门的志愿

咨询和规划机构为儿子高考后填报

志愿做准备。

 “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还是

陪伴太少了吧，尤其是在他青春期迷

茫的时候，我们没有为他做到很好的

指引。”柳先生坦言，高考后对于儿子

的高考成绩，他们心态平和，没有做

“现在回想起来高三这一年，特别是最后那

一个月的生活，可以用‘备受煎熬’四个字来形容。”

6月17日，长沙妈妈王女士感慨地说。

王女士介绍，从高一开始，为了更方便孩

子上下学，他们和其他很多高中家长一样在校

外租了一套房，一家人搬家到出租房专心陪读

备战高考。虽然她和老公上班的通勤时间因此

延长了一个多小时，但女儿的上学节奏变得从

容——从出租房走到学校不过几分钟，每天早

上能多睡半小时，哪怕 7 点出门也能保证按时

到校，晚上十点下夜自习回家，吃点夜宵还能

继续学习一个多小时。

如她预期那样，女儿高一高二都顺利度过，

但在高考进入冲刺之时，王女士却发现女儿学习

成绩有些下滑，状态萎靡。她虽心急如焚，但孩

子不说，她也不主动挑起话题，怕无意间给孩子

压力。

“说句真心话，在那一个月里我和很多高三

家长一样，体会最深的就是养成了一个厉害的本

事：‘喜怒皆不形于色’。”王女士感慨，其实，很

多高三家长这一年都在修炼这个本事，孩子越临

近考试时间，越容易出现各种情绪问题，做家

长的为了不再给孩子增加精神负担，这个时候看

到也只能当没看到，顺其自然。 

王女士说，在高考之前，她就把关注孩子的

这颗心放到了后勤服务上，希望默默做一些事情，

给孩子一些鼓励，让她自信。今年“六一”儿童

节，是高考倒计时 5天，她带女儿去吃了一顿大餐。

很高兴的是，女儿的状态肉眼可见在好转，信心

回归，心情平和。高考那天，王女士没有去送考，

像平常一样为女儿准备好了早餐，只是在女儿出

门前，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很庆幸，和孩子一起承担了这份巨大的

压力，陪她一起扛过了高考前一个月最煎熬的时

光。”王女士说，对于女儿的高考成绩，他们比

较有信心，高考志愿也会以尊重孩子的意愿为主。

高中三年，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磨炼，更是一种

成长；对家长来说是一种考验，也在陪伴成长。高考，

是一战。这一战，父母和孩子并肩作战，考场内外

共“答卷”；高考，也是一站，是结束，也是开始。

高考结束，无论是家长还是考生孩子们，都将迎

来人生新的一个阶段。这个夏天所经历的，会让

孩子一辈子难忘，也是父母和孩子最珍贵的亲情

记忆。父母们会明白，与孩子同行，他们不仅是引

导者，更是最亲密的同行者，与孩子共同面对生活

中的种种挑战。

女儿突换艺考赛道，经历一波三折

陪读妈妈：
上班通勤延长 1 小时，全家租房陪读

艺考生妈妈：

从长沙打“飞的”去浙江陪儿子高考打工爸爸：

高考那几天，家里的氛围都比较轻松，

女儿也是轻装上阵。

“如果说有什么经验分享的话，

我觉得就是相信孩子吧，相信你的孩

子会愿意为了自己的目标去拼尽全力。

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一是照顾好

他们的饮食起居，让他们有一个棒

棒的身体去向目标冲刺；二是做好陪

伴，少说多听，及时帮助孩子解决前

进道路上突然冒出来的这样或那样的

问题。我相信，只要我们给到孩子足

够的信任，做好孩子冲锋路上的助攻

手，他们的表现就不会让我们失望。”

陈女士如是说。

过高的期待。

“我们的想法是只要能过本科线，

有大学上就可以了，身心健康最重

要。”柳先生说，高考虽然是一次比

较重要的考试，但也只是代表人生

某阶段的结束，“我对我儿子说，人生

路很长，我们平常心对待就好”。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