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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春霞 实习生 郭晨

高考结束后，考生和家长最关注的事
儿莫过于如何填报志愿了。昨天上午，平
顶山晚报高招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如期举
行，现场火爆的程度令人咂舌：数百名学生
和家长挤满了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后一楼
会议厅。为取“真经”，有学生和家长在讲
台下面席地而坐；有的带着凳子来到现场，
还有不少学生和家长站在窗外旁听。

几十名家长和考生围在窗外旁听

昨天上午9点，公益讲座在市一中名
师高春娇的开场白中拉开帷幕，会议厅内
座无虚席，过道上也站满了人，门口被围得
水泄不通，考生和家长还在陆续赶来。没
办法，来得稍晚的考生和家长只好围在窗
户外面旁听。记者粗略数了数，围在窗外
的家长和考生有40人左右。

市民朱先生和女儿也挤在窗外旁听。
他的女儿毕业于鲁山一高，考分刚过一本
线（文科）。他说：“志愿报不好是大问题，
今天专门请假过来听的。”他估计女儿这个
分数上一本院校可能性不大，想上个好点
的二本院校，目标初步选定了河南大学和
河南师范大学，“想问问专家报哪个学校更

有把握”。他说，这次女儿没有发挥好，但
孩子也不想复读了，就想上个师范类的院
校，将来好找工作，“上学不就是为了将来
就业吗？”

考生鲁畅和妈妈站在场外，等待讲座
结束之后咨询老师。鲁畅是个女孩，理科
考了582分，也想报师范类院校。“当老师
有假期，稳当一点儿。”她妈妈这样说道。

父女在讲台下席地而坐

由于赶到的时候，会议厅内已经没有
空位了，市一中女生何金懋和父亲干脆来

到第一排讲台下面，直接坐在了地板上。
父女俩听得很认真，父亲拿笔在本子上记
录着，女儿则边听边拿手机录音。父女俩
就这样一直在地板上坐了3个小时，直到
整个讲座和互动咨询结束。她的母亲也在
现场陪着，一直坐在讲台边上。

何金懋考得不错，理科624分。她的目
标学校是武汉大学或厦门大学，专业还没有
考虑好。听了老师们讲的“冲、稳、保”三个
志愿档次，她想问老师的问题是“针对自己
而言，这三个档次的位次差应该是多少”。

听完讲座，何金懋说收获很大，一家三
口满意地离开了现场。

父女俩自带凳子来听讲座

中午11点半，讲座接近尾声，考生小贾和
父亲一人提着一个折叠凳子走出了会议厅。
记者上前一问，原来他们看没有座位，就到附
近熟人家中借了两把凳子，坐到了会议厅的
走廊里。小贾是一名复读生，理科考了568
分。他说，今年高考题比较容易，理科考
570分-580分的考生很多。正如现场老师
所说，今年我省高考的一个特点是高分段
考生扎堆，这增加了填报志愿时选择的难
度。他觉得听了老师的讲座很有收获，回
去就可以慎重选择自己想报的志愿了。

窗外旁听 席地而坐 自带凳子……

为取“真经”，考生和家长也是蛮拼的！

□本报记者 傅纪元 张静

“我们是专门从叶县赶来的，之前就
听过《平顶山晚报》办的冲刺高考公益讲
座，收获很大。现在孩子的成绩出来了，特
别想听听专家的讲解。”“已经没有座位，我
自己拿个凳子坐进去听行吗？”“室内站满
了，我们宁愿站在窗户外听”……

昨天上午，由本报主办的2016高招志
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后
一楼会议厅火热举行，可容纳200人的会
议厅挤进400余人。

精心准备 一切为了考生

为给准备填报志愿的考生指点迷津，

本报特邀市一中的杨湖浩、李忠言、高春娇
三位名师推出高招志愿填报公益讲座。三
位名师拥有多个省级、市级荣誉头衔，多年
来致力于高考的研究，熟悉高考的动向。
他们教过的学生有不少考入北大、清华、复
旦等国内知名大学。

昨天上午7点多，中原银行光明路支
行的工作人员赶到活动现场，他们提前在
会议厅内放好矿泉水、纸、笔等物品，为考
生和家长听讲记录提供方便，多名工作人
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一位负责人介绍，高
考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高招志愿填报
对考生来说非常重要，中原银行借晚报举
办的这场公益讲座为考生和家长尽一点绵
薄之力，她祝愿考生们能够金榜题名、前程
似锦。

听众超员 老师准时开讲

8点左右，考生和家长开始陆续进场。
8点半左右，可容纳200人的会议厅已经座
无虚席。考生和家长开始见缝插针地站在
会议厅的各个角落。距9点还有10多分钟，
会议厅内密密麻麻挤进了400余人，后来一
些家长干脆挤到会议厅窗户外旁听。

公益讲座开始，高春娇老师首先发言，
介绍了我省高招报名人数和分数线、大学
专业门类设置及大学985工程、211工程，
让考生和家长对国内大学有一个大致了
解。她提醒考生填报志愿准备好“一册两
书三条线”，记准填报志愿批次的时间节
点，通过搜集院校信息确定自己的位次，查

询近3年院校录取平均分差增大录取率。
杨湖浩老师为考生和家长详细讲解了什么
是平行志愿以及投档原则。他将平行志愿
形象地比作乘坐公交车，成绩是考生手中
的车票，考生按成绩高低先后选择通往各
高校的公交车。他建议将各批次平行志愿
中的6个学校志愿分成三个档次，就是所
谓的“冲”、“稳”、“保”。李忠言老师讲述了
个人兴趣与填报志愿关系，填报志愿时地
域、学校和专业该如何选择。他提出高分
考生看地域、选大学，低分考生选专业，强
调考生和家长一定要重视专业调剂和征集
志愿。

认真听讲 大家都说收获很大

咨询会期间，家长们用事先准备好的
笔记本认真记录，不少人还拿出录音笔、手
机等工具录音，400 多人的现场十分安
静。进入到咨询环节，考生和家长们将问
题写在纸条上，由工作人员交给老师现场
回答。不一会儿，每位老师手边都摞起厚
厚的一叠小纸条，老师们现场一一解答。
杨湖浩老师的讲解形象生动，台下笑声不
断；高春娇老师有着多年的一线经验，传授
诸多实战技巧；李忠言老师的解答一针见
血，引用数据客观翔实。老师们精彩的讲
解赢得台下热烈的掌声。

在会议厅窗台外，记者看到多位家长
拿着笔和纸，认真听讲。其中一位家长告
诉记者，他的孩子在叶县高中就读，今年文
科成绩477分，想报医学类或师范类学校，
特别想了解相关的志愿填报政策，不到8
点就赶到会场。刚才听完老师的讲解后，
他和孩子决定报师范类院校。“老师的解答
我很满意，来这趟真是值了。”这位家长说。

记者注意到会议厅前排坐有两位女
生，一会儿凝神思考，一会儿奋笔疾书，非
常认真。她们都来自市一中，其中一位女
生高考成绩超出一本线70多分，她希望接
下去的志愿填报能让自己的成绩锦上添
花。“这次活动真的有收获……”面对记者
采访，这位考生露出了微笑。

接近中午12点，活动要结束了，学生和
家长们将三位名师团团围住，问题接连不
断抛出。“再给孩子一个机会吧。”面对名
师，家长的问题似乎永远也问不完。

本报高招志愿填报公益讲座现场火爆

三位名师现场传授志愿填报技巧

昨天上午，本报举办的高招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听众严重超员，没座位的家长和考生选择窗外旁听、搬小凳子坐走廊听、坐地
板上听……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昨天上午，本报高招志愿填报公益讲座在平顶山日报传媒集团后一楼会议厅如期举行，会议厅里一座难求，不少家长和考生站着
或坐在地上坚持听讲。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