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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情关爱消解“考后综合征”
2020年宁波中考已画上句号。这是取

消考纲后的首次中考，全市6.48万名考生走
进119个考点接受人生第一次大考。（6月28
日《宁波日报》）

对莘莘学子来说，无论是已经落下帷
幕的中考还是即将来临的高考，都如同一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使他们备感压力山
大。有鉴于此，考前针对学生展开心理调整
的建议屡见报端，临考期间老师和家长更
是减压鼓劲不断，关怀爱护无微不至。令人
遗憾的是，这些暖人肺腑的温情场面随着
考试的结束往往烟消云散，而当许多成人
感觉已万事大吉时，日趋普遍和严重的“考
后综合征”却影响和困扰着越来越多青少
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有资料表明，每年中高考结束到招生录
取前这段时间往往是考生心理问题“井喷”
的暴发期，心理危机的发生率较之考前与考
时有增无减。有的考生因学习压力的突然放
松而精神松懈，过度玩乐，从疯狂打游戏、泡
网络等无节制宣泄和过度放纵现象不一而
足，由此惹出祸端的案例也屡见报道；与之
相反，有的考生则困扰于成绩不够理想而失
意沮丧、心情烦躁，过度紧张、焦虑自责，严

重者呈现抑郁、自闭、冷漠等应激性障碍。
这些心理表现，被心理专家归之为“考

后综合征”。有效应对“考后综合征”的挑战，
除了考生本人要打开心扉多与人沟通，合理
调节心理状态，避免去钻“牛角尖”外，更需
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多方联动，密切关注，及
时介入，科学引导，以真情关爱和全心呵护
帮助他们摆脱不良情绪困扰，及时消解“考
后综合征”带来的负面影响。

学校应秉承育人使命，强化中高考结束
后相关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工作，避免在这一

“空窗期”出现管理断档、教育“真空”现象。
从立德树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的角度看，
加强考后学生的后续管理和心理救援工作
显然十分必要。相关学校和老师不妨多一份
真情关爱，多一些真心沟通，借助微信沟通、
家访联系、团队活动等途径健全心理辅导网
络，帮助考生缓解紧张情绪和焦虑心态，远
离过度放纵的行为。对于情况异常的考生，
应积极与家庭联系，携手跟进关怀，陪伴他
们从容应对“考后综合征”的困扰，回归正常
生活轨道。

对家长来说，应切实履行法定监护责
任，以一颗平常心创设宽松有爱的家庭环
境。有些家长考前期望值过高，一旦无法实

现就心灰意冷，由考前的呵护备至变为考后
的不闻不问，甚至冷语相向，这种巨大的态
度落差势必伤害孩子自尊，导致“考后综合
征”更趋严重。家长有必要弱化“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过高期待，在宽松、平等的氛
围下放下身段，学会沟通，及时掌握和发现
他们的情绪变化，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安
排一些轻松愉悦、健康有益的文体活动，帮
助孩子缓解紧张情绪，放松心理压力。一旦
发现孩子出现心理危机的征兆，家长应理性
对待，主动寻求专业的心理疏导与治疗，切
不可讳疾忌医。

消解“考后综合征”，社会各方更责无旁
贷。一方面要营造正确的舆论氛围，淡化“分
数至上”的错误意识，消除根深蒂固的“一考
定终身”思维。新闻媒体和自媒体舆论应坚
守社会责任，主动为考生减压，及时叫停类
似“中考明星”“满分作文”这样的宣传和炒
作。另一方面，有关部门和公益组织可设置
和开通免费心理热线，开设和开放“公益讲
堂”“文化沙龙”“快乐球馆”休闲场所，组织
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娱乐活动，使更多的中
高考学子考后有咨询求助之人，放松消遣之
地，既有利于舒缓和消解“考后综合征”，又
能更好地体验全社会的真情关爱。 俞洲

6 月 28
日 ，重 庆 大
学举行毕业
典 礼 时 突
降大雨，在
校 学 生 穿
着 雨 衣 坐

在台下。校长张
宗益演讲时缩短篇

幅，仅念几个小标题
寄语毕业生，为同学们
送上毕业祝福。（6 月 29

日《澎湃新闻》）

眼下正值毕业季，从小学、中学到大学，
各校正纷纷举办毕业典礼。可以说，毕业典
礼既是学生某个阶段学业完成的一个“标
志”，更是学校留给学生的“最后一课”。因
而，各校对举办毕业典礼向来十分重视，一
般情况下往往要花费一两个小时。

此次，重庆大学举办毕业典礼时因“突
降大雨”，校长张宗益在演讲时临时决定缩
短篇幅，仅念几个小标题寄语毕业生，为同
学们送上毕业祝福。学生们对校长的这一

“做法”，都觉得“很暖心”“很贴心”。笔者以
为，“因大雨只念标题的毕业典礼”，虽然感

觉有些“遗憾”，但却是学校对学生“师之大
爱”的一种体现。

反观有些学校，“师爱”十分欠缺。不是
吗？有的学校在大热天举办集会活动，学生
们个个被晒得满头大汗，而主席台上的领导
们却在观礼台上的阴暗处“避太阳”。更有甚
者，有的学校冒雨举办集会活动，不让学生
撑雨伞，竟美其名曰是“磨砺意志”，而领导
们却个个撑着雨伞，在“观赏”学生们冒雨

“磨砺意志”。
其实，一个集会、一场毕业典礼，都能真

实地折射出一所学校的人文管理理念。“因
大雨只念标题的毕业典礼”之所以被学生们
夸“暖心”“贴心”，就是因为学校时时处处以
关爱学生为重，以学生至上为重。所以，“只
念标题”的毕业典礼，不仅仅是“突降大雨”
的产物，而是学校“以生为本”教育理念的产
物。

试问，这样的学校，哪个学生不夸；这样
的校长，哪个学生不爱。

廖卫芳

因大雨只念标题的毕业礼
诠释“以生为本”教育理念

手表不小心掉便池里，有多少人有勇气
徒手去捞？宁波雅戈尔中学俞国栋校长就这
么做了，他从学校便池中为学生捞起手表，
并随手洗得干干净净，第一时间交还到学生
手中。事后，学生的家长非常感动，不仅亲笔
写了感谢信，还专门为俞校长送上了锦旗。
（详见本报今日A05版）

校长徒手便池捞表，并不是不务正业，
更不是作秀之举，而是一种担当精神的具体
诠释。

我们常说，要以生为本，要切实关爱学
生。当时事发突然，学生因进考场前没有手
表都快急哭了。所以，当学生有困难亟须帮
助时，教师就要挺身而出，成为学生的依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校长的徒手便池捞表这
一行为，就是一堂生动的师德教育课。

校长是教师中的首席，校长的行为，自
然会影响到教师的行为。喊破嗓子，不如甩
开膀子，学校对学生的关爱，体现在校长和
老师的日常言行中。俞校长在关键时刻的

“惊人之举”，在他看来并没有什么，因为在

他心目中，觉得做这样的事，是自己职责所
在。但校长这样的“挺身而出”，深深打动了
家长，并通过媒体的传播，让其他的家长和
公众感受到校长浓浓的爱生之情。那么，家
长把孩子放在这样的学校，还有什么不放心
呢？

校长和老师对学生的关爱，还是要体现
在日常的教育教学中，并且让学生和家长看
得到，这样家校关系才能更和谐，学生也能
更健康快乐地成长。

刘波（宁波市镇海区教科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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