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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的高三生活也讓
在河南省實驗中學重點
班就讀的劉獻陽真正體

會到老師的不易，父母的
辛苦。「受疫情影響，我

們有很長一段時間都在家複習，有一
次凌晨一點半我有道題不會做，給老
師發過去，老師秒回。疫情期間，老
師真的是24小時待命。」

和父母關係更近了
在家複習的日子裏，劉獻陽也和父母

有了更多的溝通，「感覺跟父母關係也
更進一步了。爸爸媽媽以前可能還會批
評我打壓我，但現在以鼓勵為主。」劉
獻陽愛踢球，疫情最嚴峻的時期過了
後，媽媽還會陪他去踢球鍛煉身體。

面對即將到來的人生大考，劉獻陽並
未表現出緊張，「在相對輕鬆的氛圍中
應該會考得更好。」劉獻陽說，自己也
比較習慣按照自己的節奏去複習，他
制定了自己的學習計劃和步驟，基本
上學習節奏一直都保持得很好。

「對我來說，在家學習不受干擾，
效率更高。越學越有自己的節奏，越

能把控自己。」劉獻陽說，這得感謝
家人創造的「靜音模式」般學習環
境。劉獻陽說，家門口彷彿是豎了個
「家有高三生」的牌子，所有干擾都
要繞門而過。「小區本來到了晚上會
放音樂，媽媽就跟其他家長找物業協
商，後來音樂就不放了，整個小區晚
上都安安靜靜的。」以前爸爸還經常
出去應酬喝酒，現在完全不出去了，
也不邀請客人來家裏。姥姥也鄭重地
跟老家親戚宣布，這段時間盡量不要
打電話。「我們家有高考生，沒事就
少打電話，少跟我說亂七八糟的事
情，影響我心情，影響孩子心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因為疫情，張禕澤4月初才回到學校備考。此前，他
已居家學習一個多月。本以為能和同學拍一次畢業

照，再各自奔赴考場，結果6月疫情再起，他只能在離校
前和全班同學來了張口罩大合影。

兩度居家 打亂節奏
談及居家學習，張禕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這是一
個全新的模式。「一開始我心裏是沒底的。因為你覺得
自己學得很好、很有效率，但同別人比起來可能是低效
的。沒有參考系，所以會感到害怕，害怕落後。」他
說，「從年初因疫情只能居家學習開始，這種蒙眼踏空
的感覺就一直伴隨着我。學習節奏也被打亂了。4月初
返校後，才有了腳踏實地的感覺。高考延期一個月，也
給了我們足夠的衝刺時間。在校期間，大家更加努力
了。各種模擬考試，讓我看到了自己的進步，也能跟同
學有了比較，感覺前路清晰。」
6月中旬的停課通知來得十分突然。「這次對學業的影
響倒還好。」他說，北京本就執行高考前14天居家學習
的政策，這一輪停課帶來的影響，遠比年初的那次要小，
只是與老師同學的交流和學習的效率沒有在校期間高。
「這次回家可能更多的是心情起伏，眼見小夥伴們因為疫
情就這麼散了，很失落，當時很多人都哭了。」

視頻自習 老師監督
「我所在的班級，同學們每天早中晚都要檢查體溫並上
報。每天3節視頻自習，不進行有聲交流，由值班老師通
過視頻全程監督，年級組的管理老師也會不定時巡視。另
外，還會安排統一的答疑時間。」張禕澤說，有了上一次
的經驗，這次居家學習同學們顯得十分適應。
張禕澤說，自己對經濟方面有濃厚的興趣。在校期間，
參加過多次商業模擬賽，並獲獎。因此，經濟學、金融學
是他的目標。他甚至已經做好了未來職業規劃。「我傾向
於自主創業，並希望有能力回饋社會和人民。」

老師：和學生一起成長
「疫情是份考卷，不僅讓學生們在疫情期間學會自律，
它更能引導學生思考如何面對人生突如其來的考題。」對
於在廣西南寧沛鴻民族中學任教多年的吳雁來說，今年對
於她和學生都「十分特別」，「疫情考驗的不僅是學生，
對老師來說一樣會面臨新的挑戰，這是一份需要師生共同
完成的考卷。」
吳雁的微信中有一條記錄着早上六點四十教室坐滿學
生的朋友圈，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情對學生心理
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不過最重要的是疫情也讓學生成
長。「高考考的其實是考生的心態和自律，在疫情下備
考，心態更好，自律性更高的考生在高考時發揮定會更
好。」吳雁坦言，不僅是學生，疫情對老師來說一樣是
挑戰。「在家上課期間老師們的信息技術水平都顯著提
高了，並且開學之後採取分班制對老師的工作要求也很
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湖北報
道）去年投考香港高校遇到挫折，湖北
考生孫湧哲沒有放棄，今年還要繼續報
考香港的學校。目前他報考了香港科技
大學、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三所學校，
還特別申請了人工智能方面的專業。

從小立志赴港讀書
孫湧哲從小就很喜歡香港，聽了很

多香港的歌，也看了不少香港電影。
長大後通過學習歷史，了解了香港地
位的特殊性，更是從初中就立志要去
香港上大學。即使在緊張的高三學習
中，他也一直關注媒體對香港局勢的
報道。他相信香港高校的教育資源和
教學質量，自己也一直在努力爭取去
香港讀書的機會，希望能和香港青年
交流，親身了解那邊的情況。
在外界看來，湖北今年高考的學生們

狀況比較慘。但孫湧哲認為，這次疫情
也是自己人生中的一段重要經歷，能夠
在這樣的特殊時期為重要目標去奮鬥拚
搏，「我覺得等疫情慢慢退去，這段時
期的經歷會成為一筆寶貴財富。」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孫湧哲在班

級裏是一名比較特殊的學生，2000年出
生的他，去年在武漢武鋼三中參加高
考，遺憾的是沒能考取香港高校。面對
自己特別有好感的香港，孫湧哲覺得，
不再去拚搏一把，會留下終身遺憾。所
以高考分數一出，他沒有收到報考的香
港學校發來的面試通知，便跟媽媽到湖
北襄陽五中復讀。「再來一年，考進香
港的學校我就滿足了。」孫湧哲說。

「在家複習效率更高」
進入2020年，備考進入全力衝刺階
段，不想新冠疫情發生了。1月剛放
寒假的孫湧哲回到武漢僅僅兩天，就

聽說武漢可能會因為疫情封城，於是
他又趕緊從武漢趕回襄陽，春節也在
襄陽度過。孫湧哲表示，春節後的大
半個學期課程都是在網上進行，臨近
高考才復學，所以對同學們來說，學
習模式上有很大改變。在家複習備考
沒有了老師的約束，也少了同學之間
的競爭，如果學生的自我約束能力
差，影響是很大的，但因為他本來就
比較喜歡按照自己的節奏來複習準
備，反而感覺在家裏複習備考效率更
高，今年高考延期一個月，大家也有
了更多複習時間。
過去的幾個月中，學校因為疫情停

課，全班同學和所有的老師都加入到
一個教學群中，以前一些同學不好意
思提問的問題，今年隨時都可以私信
向老師提問，老師很快就會以語音或
者書寫的方式回覆，孫湧哲感覺這比
在學校上課時提問更加順暢。從5月初
復課，學校立刻就恢復了每周只能休
息一個晚上的衝刺節奏，原先80個人
的班級被分拆為兩個班，每天從清晨6
點一直學習到晚間10點半。孫湧哲最
強的科目是數學和化學，題目已經做
得夠多了，最近幾天主要就是休息
好，再重溫一下基礎知識，讓狀態放
輕鬆。但因為這是第二次高考，孫湧
哲說自己心裏還是略有緊張。

■ 高三學生張禕澤在家
中學習。 受訪者供圖

■孫湧哲（中）與同學們合影。
受訪者供圖

■劉獻陽（右）與同學一起討論題目。
香港文匯報河南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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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遲了一個月的高考，7日拉開序幕。很多人都將高考稱為

「人生的第一次大考」，然而對於今年參加高考的考生來說，他

們在高考前，提前經歷了一輪考驗。在即將踏入考場時回望這段

特殊的日子，在高中畢業班的師生們看來，將會是人生中很有意

義的一次經歷。北京市第八中學的高三學生張禕澤說，這是一段

難忘的回憶，有關勇氣與堅持、理想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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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江鑫嫻江鑫嫻、、曾萍曾萍 北京北京、、

廣西報道廣西報道））66月月1111日日，，北京市報告新增北京市報告新增11例新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冠肺炎確診病例，，打破連續打破連續5656天無新增病例紀天無新增病例紀

錄錄。。66月月1616日晚日晚，，北京市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北京市將突發公共衞生事件

應急響應級別由三級重新調至二級應急響應級別由三級重新調至二級，，同時張禕同時張禕

澤和同學們也都收到通知澤和同學們也都收到通知，，不能到學校備考不能到學校備考。。

■■ 作為北京市豐台區最大高考考點學校作為北京市豐台區最大高考考點學校，，北京北京
十二中十二中77月月33日在進行全流程演練日在進行全流程演練，，由教由教師師「「扮扮

演演」」的考的考生在測試備用考場生在測試備用考場。。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廣西報
道）地處大石山區的都安瑤族自治縣
曾是廣西疫情最嚴重的縣，都安高中
的教師宋顯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由於都安高中貧困學生較多，疫情期
間在家上網課高三應在線400多人，卻

時常只有一百多人在線。「沒
辦法，疫情嚴重時住得離縣城

較遠的學生沒有信號，有的學生家裏
也確實貧困，沒有上網課的條件。」
宋顯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疫情最

嚴峻時期，為了及時掌握高三學生在
家的健康狀況，有的老師每天早上七
點就要起床，爬兩小時山到山頂，才
能有網絡信號聯繫學生，收集學生的
健康情況。「在山上忙碌一兩個小時

後，老師又得走兩個小時回家。」宋
顯斌坦言疫情對學生們多少有影響，
但是師生們都已經努力克服。「開學
後，學校實行了全封閉式管理，學生
們在校內也十分努力，現在已經到了
最後衝刺階段，同學們早已消化了疫
情的影響，都在爭分奪秒學習備
戰高考。」

■■ 山區教師宋顯斌正在給學山區教師宋顯斌正在給學
生上心理疏導課生上心理疏導課。。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山區老師爬山尋網
收集學生健康情況

鄂生心儀港校鄂生心儀港校
復讀不留遺憾復讀不留遺憾

老師隨時候命 家人創造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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