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梦而飞：又闻高考来了，
回忆起我当年的高考，还是在7月
9日，特别热！这就是我31年前高考
的入场证！31年前的高考证！

记者核实：6月6日，微信网友
@随梦而飞向@Hi都市报小编发

了这张1983年的高考准考证说要
和大家分享高考记忆， 可是忘了
留联系方式。 下次大家给@Hi都
市报微信、微博爆料，请记得一定
要留联系方式呀！

从准考证上看， 这位31年前
的帅哥是在大托中学考点参加高
考（现在的湘府中学）。网友@丁不
丁咚说，“30多年前的准考证竟然
还能找得到，照片还这么清晰。那
些还没考试就满世界找准考证的
孩子们真应该好好向他学习一
下。”（网友@随梦而飞奖励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明阳

… 《高考6年才逢双休日，何不改成惯例》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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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绝对是近几年来长沙
最惬意的一次高考： 双休日
考试， 城市里少了拥堵的车
流人流， 追梦的路上也变得
更顺畅。 在本报的报道下，
“双休日高考成为惯例”引发
众多网友热议。 而在今年高
考现场，记者发现，尽管把高
考时间放在双休日， 虽然不
能缓解社会上的“高考焦
虑”，但减少高考扰民、方便
组织考试，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场】
未见闹市，交通压力减小

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考点
位于长沙望月湖小区内，这
里居住着上万名居民， 菜市
场、超市、商铺比比皆是。但
在高考现场， 不少家长担心
的堵车、喧闹现象并未发生。
荣龙社区志愿者告诉记者，
双休日小区内的车辆比工作
日少， 再加上经过事先各方
协调， 昔日熙熙攘攘的闹市
现象这两天并未出现。

人民路、 新建西路均是
长沙城有名的“堵点”，但在
这两个路段执勤的交警说，
高考两天恰逢双休日，两条路
的交通压力明显减小， 所以
对在地质中学和长沙市21中
考试的考生来说，影响不大，
也没有考生因为交通原因误
考。

与长沙市20中考点一墙
之隔有个大型商场， 双休日

人比较多。但通过交警、志愿
者和工作人员的共同引导，没
有与高考考点发生相互影响。
考生家长的送考车辆还可优
先停放在商场的地下停车场
内。市民周先生说，自己特意
乘公交车到商场买东西。“如
果是上班， 可能还是会开车。
但双休日为考生让路是应该
的，也更方便些。”

【学校】
组考更方便，不用调课放假

对于学校而言，双休日高
考给考试组织和管理也带来
了便利。长沙市20中的姜老师
说， 以往为了考试腾教室，低
年级学生都要放假调课，“有
时候高考、中考等几场考试接
踵而来，学生在家要放假一周
以上的时间，之后还要协调补
课。但双休日考试就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了。”另外，在安排监
考老师上，也不存在老师因监
考而需要调课的问题。

不过，姜老师认为，如果将
高考固定在周末，会造成学生时
间概念上的模糊，不利于学生的
最后冲刺。但长沙市心理协会秘
书长刘正华认为，周末给学生的
感觉就是休息的时间，这种积极
的心理暗示有助于缓解考生的
心理压力。另外，父母在休息时
间来陪考，没有耽误工作，能减
轻考生的内疚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京 贺卫玲 实习生 吴思宁

“最惬意高考”实证：双休日高考可行
专家：期望将高考考试时间调整到6月第一个双休日进行

“把高考放在
6月第一个双休日”

多年来，我国著名教育学
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教授一直呼吁将高考
时间从6月7日、8日调整到6月
的第一个双休日。尽管教育部
门也曾回应称， 对此进行调
研，但一直无下文。

6月8日，熊丙奇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高考再
次“恰逢”双休日，又给“把高
考放在6月的第一个双休日”
提供了“实证”的机会，期望教
育行政部门能重视来自社会
的调整高考考试时间的呼声。
“教育部门一直提到， 要推进
高考的社会化改革，比如对于
英语科目就提到一年多次考，
不放在统一时间考的设想，既
然如此，为何还要固定高考统
一考试时间呢？”他呼吁，经过
今年又一次双休日高考实证
后，教育部门能真正正视调整
高考时间这一问题。

湖南省教科院一位专家
认为， 高考调整到6月的第一
个双休日进行是可行的。教育
部门可按照“一年早知道”原
则，在今年高考结束时，同时
公布明年高考的具体日期，这
样就不会给考务组织和招考
工作带来影响。

网友@大大大大大头：10年
前悲剧的高考， 如今看来已经成
了喜剧。 当年签下这个信誓旦旦
的“宣誓书”签名还是那么丑。

记者核实：网友@大大大大大
头姓王，她是2004年参加高考的。

为了考个好学校， 她学了几年画
画，打算考清华美院。可是高三那
年，家里又想让她学医。结果拼死
拼活准备半年， 最后却考上了湖
南师范大学中文系。王小姐说，“在
当时看来， 高考真是天大的悲剧
啊。”

10年之后，王小姐早已毕业，
也在长沙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
无意中翻到高考前签下的“宣誓
书”，发现这个“悲剧”根本就不算
什么，“现在看来， 在家门口读大
学也挺喜剧的嘛。”

（王小姐提供线索，奖励3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明阳

… 那些年我们经历过的高考

10年前的高考“宣誓书”

31年前的高考准考证

高考呼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