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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雅堃在阅读《平顶山晚报》本报记者 燕亚男 摄

讲述人：石小丽
年龄：26岁
参加高考时间：2015年
单位：市二高

高考的记忆很远，也很近。
远是因为我7年前参加的高考；
近是因为我刚刚送走了一届高
三毕业生。当了老师，尤其是当
了毕业班的班主任后，眼看着朝
夕相处的学生一个个远走高飞，
我总是会想起当年自己高考时
的情景。

上台讲数学题
成绩有了提升

我老家在叶县农村，初中毕
业考上了叶县三高（现更名为叶
县二高）。上高中后，我的数学
成绩经常是六七十分。慢慢地，
我对数学产生了“抵触”。

高三时，我们换了班主任。
他姓刘，是位数学老师。刘老师
的数学教得好，逻辑性很强，而
且讲得很细。为了提高我们对
数学的兴趣，每次考完试，不管
是单元考试还是月考，点评卷子

时，他都是先让学生自己上台
讲，他坐在台下听。

为了应付上台讲题，我开始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数学上，遇到
不会的题主动找老师请教。就
这样，我的数学成绩开始有了变
化，从六七十分到八九十分，高
考时我的数学考了 107 分。虽
然和成绩好的人相比还差很远，
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相当不错
的成绩了。而这一切，都得益于
刘老师的“良苦用心”。

老师帮我们
提了一年热水

刘老师不仅课教得好，而且
对我们也是关怀备至，不管谁有
问题找他，他都耐心细致地讲
解。谁有困难找他，他也总是热
心帮助。

记得高三时，学习比较紧
张。为了喝水方便，同学们会把
热水瓶提到教学楼，放到教室外
的墙角处。那时候，我们学校每
层教学楼都配备有电热饮水机，
下课后同学们可以排队去接热
水，可是“僧多粥少”。

这一切都被细心的刘老师
看在眼里。他常常提着我们的
热水瓶挨个为我们接热水。要
知道，当时我们班有50多名学
生，这可是一项不小的“体力
活”，他坚持了整整一年，直到我
们参加完高考。

高考后没有狂欢
而是落寞

清楚记得 2015 年 6 月 6 日
高考前一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狭
窄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那
应该是我后来习惯性失眠的开
始。

失眠加上流鼻血，我处在崩
溃的边缘，后来不知不觉睡着
了，等醒来时，天已亮了。学校
用大巴车将我们送到叶县高中
考点。随后几天，就是考试、回
校、收拾行李……

原以为考试后会有一场放
肆的狂欢，其实没有。所有人都
在默默收拾课桌上的书，没有喧
闹。堆成小山的课本让我无所
适从，还好班里一名男生帮忙，
跑了两趟帮我把所有的书搬到

了宿舍。看着他汗流浃背的样
子，我突然意识到这真的是一场
告别。

我还清楚记得，当教室里的
人快走光时，班主任刘老师突然
出现在门口，探着头往里边看了
一眼，看到前排一位同学未来得
及收拾的一摞书，嘟囔了一句

“是谁的东西还没收拾”？然后，
他就低下头离开了，我没有看清
他的表情，但感觉那一刻的班主
任跟往常不太一样。

我是在洛阳师范学院上的
大学。2019 年大学毕业后，我
到市二高当了老师，教政治。
去年，我当了高三班主任，今年
高考后我送走了自己的第一届
毕业生。

高考后，孩子们收拾完东西
和我拥抱、告别。看着他们一个
个离开，看着变得空空荡荡的教
室，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流
下了眼泪。那一刻，我突然体会
到了当初我们班主任的心情
——难过、不舍，也有为孩子们
走向未来的开心。

（本报记者 牛超 整理）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讲述人：王雅堃
年龄：26岁
参加高考时间：2013年
2014年
单位：卫东区委办公室

参加工作后，每次看到与高
考相关的消息，我都会格外关
注，也总会想起我的高考。一路
走来，跌跌撞撞，但终究到达了
目的地。曾经的努力，曾经的挫
折，曾经默默为之奋斗的日子，
已经变成了记忆中永远无法抹
去的一部分，这段热血岁月才是
我人生最大的收获。

复读岁月

我的高中三年是在市二中
度过的，成绩排在班级前几名的
我也是老师的“宠儿”。

2013年6月初，正在学校备
战高考的我接到了奶奶突然去
世的噩耗，我当时二话不说直
奔家里。一直到高考进考场
时，我的脑子里还在想着奶奶，
我就在这种状态下参加完了高
考。

因为考试状态不佳，那年高
考，我只考了330多分。当时成
绩出来后，父母就问我上大专还
是复读？我当时就说复读。父
母也希望我再复读一年，不管第
二年成绩咋样，起码努力过了以
后不会后悔。

8月初，我就背着行李来到
神马大道柏楼附近的一所学校，

开始了我的复读生活。几十平
方米的教室里，挤了六七十个
像我一样的复读学生。教室
变了，堆积如山的课本还在；
同学变了，埋头苦读的劲头依
然；老师换了，谆谆教导的言
语没变。

最初走进这个陌生的环境
时，我心里很怕被别人看不起，
因为我的高考成绩在班级算是
垫底，但是事实证明我多虑了，
这里的每个人都很拼，为了更好
的人生而奋斗，根本无暇顾及其
他。

每天 5 点半大家都到教室
晨读，休息时间谈论最多的也都
是学习。渐渐地，我适应了这个
快节奏的“高四”。

前两个月，老师把学习方法
和技巧讲完后，我们就转战到题
海里，几乎每天都要做 6 套试
卷，有老师自己出的试卷，也有
老师推荐的试卷，做完后就开始
总结错题，找不足。在老师和同
学的影响和帮助下，我也摸索到
一套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和技
巧。

圆梦高考

高考复读的压力只有复读
过的人才能体会。在复读的这
一年，我很怕一点失误让自己再
次在同一个地方跌倒。我没有
回头路，只能往前走。

2014 年 6 月，我再次迎来
了高考。那天，妈妈把我送到

考场后就回家了。考试结束
后，我看到考场外边的家长比
学生都多。我就问自己的妈
妈咋不在考场外等我，她无比
淡定地说：一是热，二是怕给
我增加压力。

等待的日子是煎熬的。6
月 25 日凌晨两点多，妈妈喊
我看分，我心里还“咯噔”一
下，有点忐忑，更多的还是期
待。我考了 476 分，虽然跟预
期的分数还差了点，但是好歹
也过了二本线，当时我激动得
快天亮才睡着。8 月份，我接
到了南阳师范学院的录取通
知书。

高考的迷人之处，不是千军

万马过独木桥，而是你曾和千军
万马肩并肩战斗过。往昔依旧
清晰，想到那场决定人生命运的
考试，内心依然波澜起伏，感慨
万千！

感谢高考，让每一个奋斗的
青春拥有出彩的机会！感恩复
读，让我找到了学习的方法和技
巧！在大四考研的日子里，我又
拿出了高三复读时的学习劲头，
成功考取了重庆交通大学的研
究生。

如今，我考取选调生，选择
回到家乡工作，期待着更加精彩
的人生！

（本报记者 燕亚男 实习生
张晴文 整理）

重来，是为绚丽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