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华政附中送考老师给考生贴上祝福的贴纸

本报记者 孙中钦 实习生 邓沐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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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梓华 马丹 易蓉

从小学到高中，12 年的求学时光，将
会为生命留下怎样的沉淀？今天上午9时，
2021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统一文化考
试开考，在全市共设19个考区、104个常规
考点（含笔试考点和听说测试考点），近 5
万名考生参加考试。

首场语文科目考试中，考生将围绕
时间的沉淀和事物的价值，展开思辨。送

考的人群，也用自己的行动，为这个问题
找寻答案。即将退休的老班主任，给最后
一届的孩子们送上拥抱，也将象征“交
棒”的棒棒糖塞进了 85 后青年教师的手
里；送考的 70 后父亲赠予女儿的考前礼
物，是一本厚重的《战上海》，他说，要让
孩子从过往的历史中，对生长的土地充
满感情，也懂得人生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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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光沉淀
愿你到达理想彼岸

    “有你有我有我们，我们永远在一起”

“高考加油，你们必胜”“愿乘长风破万里
浪，到达理想的彼岸”……上海市第八中

学考点外，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境中学
高二年级的一群同学，举着标牌，为学长们

鼓劲。
“老师，今天还要做题吗？背到后面背

不出了怎么办？”“心静，相信自己！Take it

easy（放轻松）！”虽然考试前几天同学们都
在家复习，但大境中学教导主任、高三语文

教师高建人和同事们仍通过钉钉平台，全
天候在线，为同学们答疑解惑，更安抚他们

的紧张情绪。

高老师告诉记者，大境中学高三年级
13名党员老师和 7名团员教师组成了一

支党团员“护考队”，根据学生的学习潜能
和学习现状，组织教师和学生结对，倾听学

生心声，助其舒缓压力，并提供考试技巧和
时间管理方法指导。高老师坦言，虽然这样

一来，自己的课余时间不得不和手机“绑

定”，但是看到孩子们愈加自信的神情，觉
得非常值得。90后青年教师们则以学长的

身份，?享自己参加高考的心路历程，告诉
同学们，高考只不过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

的路还有千万种可能。

红红火火的香囊、喜气洋洋的“锦鲤”
挂件和芝麻状元糕……大考在即，各班老

师用各种吉祥小物件，给班上孩子鼓劲。除
了这些热闹的场景，高老师手机里，有张照

片有些特别———高三离校后，教室里只剩
下桌椅列队整齐，似乎在目送主人出征。白

板上，还留着同学们摘抄的文字，来自鲁迅

先生———“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向上
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

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热，发一?光，就
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

必等候炬火。”此刻看来，就像是一段青春
誓言，无声却有力。

■ 二孩家庭送考， 二宝对着进入考场的大

宝，用稚嫩的声音喊出“姐姐加油”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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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八中学考点 暖心“护考队” 陪伴全天候

杨浦区职业技术学校考点

 ?定制口罩 祝“金榜题名”

    大境中学高三女生姜妍萌的爸爸戴着

大红色的口罩，“金榜题名”四个大字格外
醒目。遇见相熟的家长，姜爸爸热情地?发

着定制版红口罩。
“这绝对是好爸爸，女儿也很优秀！”

“对对，快来说说经验！”旁边的家长众口
一词。“要说经验，那就是三个字：做规

矩。”姜先生说，“不是说打骂，是从小严格

养成一些好习惯。比如做作业不要一会儿
玩笔一会儿玩橡皮。做完作业，也不加码，

时间都由她支配。”姜先生还会有意识地
引导女儿从小阅读名家经典，女儿喜欢的

杨绛、林徽因的著作，他也会一起读，高考
前，女儿和他一起读的一本书是《战上

海》。他说，希望培养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要孩子知道她生活的城市从屈辱走向繁
盛有多不容易。

让他骄傲的是，女儿的梦想是报考华
东师范大学，成为一名老师。初中时，她曾

随学校赴广西阳朔恭城瑶族自治县支教，
在那里，她被扎根乡村十年的志愿者们所

感动，也埋下了教书育人的种子。如今，小

小的种子即将萌芽，绽放。

“加餐”定胜糕
送上“好运笔”

    复旦实验中学的学生在考场外收到送考

老师准备的“好运笔”，预祝考生们在这场人

生大考中书写不负青春的答卷；杨浦高级中
学的考生穿上了老师特别设计的“150?”，

寓意每门科目圆圆满满，下方还有“对勾”图
案，既是希望“答得都对”，也像展翅大鹏；同

济一附中的老师们印制了“高考必胜”的贴
纸，为同学们逐一贴上贴纸加油鼓劲。

今年是同济一附中高三语文老师黄丽英
第一次送考。她为学生们准备了文件袋、双层

棒棒糖和巧克力，“双层棒棒糖的意思是，要
比一般的棒棒糖还要棒！”“我想起了自己的

高考，今天，我比自己考试紧张。”黄丽英说，
高考前，她对同学们说，说高考的魅力是一次

阴差阳错，面对这场阴差阳错，享受过程，无
论是痛苦、欢乐还是满足。

杨浦高级中学政治老师许天韵已经带了
两届毕业班。“作为老师，我们希望每个学生

都能有明确的个人目标，这是内生的动力。”
许老师说，班级里对自己的专业、职业有明确

认识和规划的学生，确实学习起来更积极主
动。一旁的语文老师张子川也很认同她的观

点。班级里有位学生一心想成为英语老师，学
起来就特别努力，根据目标专业结合自己的

学情搭配学科也很有策略。能够坚持梦想，是
值得鼓励的。

通向梦想的道路并不只有高考这一条，但
是努力迈步总会接近梦想。黄丽英老师班上就

有一个一心想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为了坚持
专业选择放弃了父母建议的艺术专业春考招

生，黄老师看到这个学生从高一的散漫到高三
的坚毅，见证着他的学业进步和独立成长，真

心鼓励他坚持梦想。“所谓梦想不是触手可得，

现阶段如果得不到，只要真正行动起来，总会
接近。也许当下看不到果实，但是为之努力的

过程就是梦想开花的过程。”黄老师说。

长宁区市三女中考点 新老交接棒 加油你最棒
    华东政法大学附属中学的送考老师 T

恤上印上各种颜色的锦鲤，预示着“每个孩

子都不同，也各有各的成才之路”。
7时 15?，高三语文老师李红星早早

地就候在市三女中考点门口，等着她带教

的最后一届高三学生的到来。7时 30?，
第一位学生就抵达考点，李红星笑着迎了

上去，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棒棒糖，随后送上

了一个大大的拥抱：“加油！你是最‘棒’

的！”学生们说，李老师的叮嘱从不会让人
感到压力，正如她发的鼓励消息一样———

“我们就是一群普通人，去做普通的事。”

从 1990年至今，李老师已经耕耘教坛

31年。“刚巧我的生日是 9月 1日开学日，
我也会在那天正式告别教师岗位。”李红星
说。“每一届学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看

着他们参加考试，其实也是在书写我的人
生。今天是为他们加油，也是在拜托他们为

我的从教生涯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李红星把象征着“学生最棒”的棒棒糖
交到第一年送考的 85后青年物理教师吴

清雷手中，完成了一场特别的交“棒”仪式。

“时代变化了，今天的孩子更见多识广，也

更有个性和主见。做老师的，也该随之做出
调整，需要更细心、更耐心，也更关注孩子

个性化的发展。”李红星对小吴老师说。“第
一次带高三班，班里还都是男孩子，又当老

师，又当哥哥。”别看吴清雷个子超过 1米

8，但他“心细”得很。今天，他的学生们一到
考点门口，他一眼就看出谁在紧张、谁在最

后“复习”。像哥们一样拍了拍学生的肩膀，
吴清雷话语不多，给学生贴上了一枚“高考

必胜”的祝福贴纸。“男孩间的交流，有时候
不需要太多的话语。开个玩笑、一个身体接

触，就能给予他精神支持。”

    “这首古诗再背一遍吧？”“别紧张，要

错我们一起错！”来自伙伴的鼓励是关于纯
真友谊的最宝贵成长记忆。

在考点门口，长宁区建青实验学校的
的四个男孩早在一个月前就相约今天专

门来送考，为伙伴们加油。他们中，有一直

在上海生活的韩国男孩崔震旻，他特地带

来了“高考必胜”的棒棒糖；有高一就去国
外求学，今年刚回国的马骁扬，他特地穿

上了带有红色国旗的红 T恤；有已经被提
前批录取的顾金鑫，今天他选了一双红色

花纹球鞋；还有一早花了 1个多小时赶路

的张蔚峰，只为最早到考点门口给伙伴们

加油。“我们今天都不用参加高考，但是，
对同学们来说是人生中重要的时刻之

一。”崔震旻说，和同学们相伴三年，早已
结下了深厚的国际友谊。“原本以为他们

会有点紧张，没想到不参加高考的我反而
更紧张。看到他们很冷静，也有点体会到

了家长们的心态。”

 ?伴来打气 放松别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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