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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考成绩预计后天就能查到

今年阅卷更严格，化学、历史、数学阅卷已经结束

本报讯

6

月

20

日， 我市中

考阅卷开始，目前正在紧张进行。

昨天， 记者从中考阅卷现场了解

到，今年中考阅卷更加严格，不仅

同一道试题阅卷允许的最小误差

值比去年缩小， 对于一些争议比

较大的试题， 更是由去年 “三评

制”改为“四评制”，一道试题会经

过

4

名老师评阅。

“今年市区阅卷老师共有

450

人，阅卷时间从

6

月

20

日到

6

月

22

日下午，目前化学、历史、

数学的阅卷已经结束， 等所有学

科阅卷结束后， 将进行分数合成

校核，估计

24

日左右考生可查询

成绩。 ” 市教育局基教处副处长

袁广明告诉记者。 今年我市继续

实行网上统筹阅卷， 全镇江地区

共有

6

个阅卷点， 除市区是在高

职校外，丹阳还有两个阅卷点，扬

中、 句容、 丹徒也各有一个阅卷

点。

记者在阅卷现场看到， 高职

校一幢教学楼的

5

楼被划分为中

考阅卷区，六七间评卷教室里，除

了敲击键盘发出的“啪啪”声，几

乎没有其他声响。 巡视老师在教

室外来回走动， 不时到评卷教室

内察看。

5

楼的楼道口有保安站

岗，一块“中考阅卷，闲人莫进”的

牌子，让气氛显得有些紧张。所有

阅卷老师都坐在电脑前操作，电

脑屏幕上呈现的是一份份考生答

题卷扫描切块后的试题图片。

“阅卷老师评卷，只能通过电

脑显示的单个试题扫描图片进

行， 一位老师始终只评阅分配给

自己小组的一道题目。”袁广明介

绍，先从全市各个学校抽取老师，

形成一个阅卷教师库， 然后从阅

卷教师库中再选取责任心强、业

务能力强的老师， 从而组成现在

450

多人的阅卷老师阵容。 所有

老师进入阅卷现场时， 都会将手

机上交。从答题卡扫描、图像切块

到网上阅卷的全过程， 以及所有

数据的管理、导出、处理等，全部

由专业技术人员负责完成。 市教

育局基教处和监察室全程监督。

“为了保证阅卷的公平公正，

今年我市还将去年的‘三评制’改

为‘四评制’。 ”袁广明说，在阅卷

前， 每道题都会确定一个评分误

差值，供阅卷时掌握，今年确定的

这个误差值比去年缩小， 这意味

着老师的阅卷将更为严格和公

正。 “所有答题至少要由两名不

同老师分别评阅， 每位阅卷老师

的给分是互相不知道的， 称作是

一评、二评。若一评和二评的得分

不超出控制的误差值， 则取两人

的平均分；若一评、二评的得分超

出误差值， 则会将试题转给第三

名阅卷老师进行评阅，即三评。若

三评的评分与前两位老师的其中

一位接近， 则取接近的中间值作

为最后评定分，若三评与一评、二

评还是相差很大， 则最后请阅卷

组长四评。 ”

（唐守伦 古瑾）

高分作文比往年多

已有满分作文出现

本报讯 昨天，记者从市中考

阅卷现场了解到， 今年我市中考

已经有满分作文出现， 得高分的

优秀作文数量也比往年多得多。

“今年的中考作文是 《走近

了，才知道》，作文命题关注学生

的心灵， 给学生提供了开放的写

作空间。 ”语文阅卷组组长丁国

斌告诉记者， 语文作文的阅卷是

由市区高职校阅卷点来完成，目

前作文阅卷正在紧张进行中。

丁国斌表示， 今年的中考作

文命题没有审题障碍， 人人有话

可说，且便于学生“说真话，抒真

情”，有利于学生发挥，“学生要结

合生活理解‘走近’的内涵，明确

‘走近’是‘知道’的前提。 同时，

‘知道’也是关键，‘知道’的具体

内容不同， 表明学生价值取向的

指向也就不同， 语文能力不同学

生的理解深浅也就不同， 宽窄有

异，就使题目有了区分度。从目前

的阅卷情况来看， 得高分的优秀

作文数量比往年多得多， 甚至已

出现满分作文。 ”

（古瑾）

等成绩的日子，

家长要留意孩子的心态

高考结束

了， 中考也结

束了。 眼面前

的事情， 是对

答 案 、 等 成

绩。 在考试结

束和成绩公布

这样一个“真

空期”， 考生

和家长往往在

忍 受 心 理 煎

熬。 前两天去

市精神卫生中

心咨询的考生

小王就是其中

一个。 市精神

卫生中心心理

卫生中心主任

张长春的核心

建议是： 和孩

子一同承担，

关注并处理好

孩子的情绪，

帮助孩子做好

身心健康的人

生规划。

当孩子成绩还不错 人生规划仍然需要帮助

家长与孩子一起讨论未来的道路，

一起聊聊以后成功的方式，拉孩子出去

运动、做义工，都是简单易行的好办法，

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会逐渐减轻茫然感，

找寻到人生目标。

“就算孩子考上理想学校，也需要

合理的规划。”张长春说，往年不少同学

考完后就结伴旅游、疯狂

K

歌，但他们也

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我拿什么上大学？

大学并不是拿着大学录取通知书

就可以去的。“有的孩子以为上完大学

毕业的时候社会就要接纳我、就要给我

一份工作， 其实不是这样的。” 张长春

说，对

18

岁的孩子来说，融入并了解一

下社会，对自己今后的人生规划会更有

帮助。

“当然，如果真的出现了心理问题

的苗头，也不要讳疾忌医，可以求助专

业的心理咨询医院、机构。”张长春最后

说。 （吴兰珍 崔骏）

当孩子陷于茫然 可以一起聊聊未来的路

除了关注孩子的情绪状态外， 家长

还要与孩子一起做好人生规划。 过去有

个误区， 只关注孩子的情绪， 孩子没有

极端行为就以为没事， 而未能看到一个

很大的问题， 即孩子对未来的茫然。

“没有考好的孩子， 此时面临一

个选择： 是复读， 还是去读并非心目

中理想的学校 ？” 张长春根据临床经

验， 提出一个挺关键的概念： 选择不

能盲目 。 家长要像和善的导师一样 ，

帮助孩子设计一个合理的规划。

“现在的孩子看上去似乎早熟 ，

但他们对社会的了解其实多是想象出

来、 看媒体新闻或者听大人讲的。 他

们大多单纯 ， 社会性成长非常缺乏 ，

会认为没考上理想的学校就完蛋了 、

没有未来了 ， 这是非理性思维的体

现。” 张长春解释说， “读还是不读，

家长要和孩子一起规划， 共同承担。”

家长帮孩子走上通往社会的路 ，

是帮孩子情绪恢复的主要途径。 对此，

家长需要在发现孩子明显情绪问题的

同时， 不能忽视一些隐形问题， 比如：

孩子最终不得已选择了一所并非内心

所愿的学校、 专业， 但情绪一直没有

处理好， 导致以后很不情愿， 以不愉

快的心态面对今后的学习。

当孩子没考好 建议共同承担这个结果

小王高考结束后，虽然也“狠狠地

玩了几天”， 但随着考试成绩公布日期

临近，她的情绪开始毛躁起来。父亲劝

她宽宽心， 但也只能停留于口头宽慰。

他不知道该如何真正帮助孩子乐观面

对发榜。

对孩子成绩不理想的家庭，这段时

间就会成为一个心理冲突特别集中的

时期。张长春说，如果孩子的自我价值

感不高，在问题集中爆发时，容易导致

全面的自我否定， 产生强烈的自我冲

突。 往年放榜后的很多事例也说明，会

有孩子做出一些极端行为， 如自残、攻

击他人、自闭等。“家长要意识到考试结

束后有些矛盾爆发出来是自然的过程，

即便考试成绩不理想，也只是漫长人生

中一次挫折而已。 挫折其实是很宝贵

的，也是每个人迟早要经历的。”张长春

说。

每年考试结束后，临床上都会出现

家长因为孩子没考好而自己不愿出门

或不好意思见人的病例。 张长春说，其

实孩子需要父母的鼓励、宽慰。“与其责

备，不如与孩子共同承担。责备孩子，孩

子会觉得全是他的错；共同承担，孩子

会觉得，自己最痛苦的时候，父母是与

自己站在一起的。”

“如果像小王父母这样不知道该如

何更好地宽慰孩子，有一个办法，就是像

朋友一样和孩子坐在一起。” 张长春说，

这样会给孩子平等感、亲近感，也可以避

免孩子出现自闭、忧郁的心理。

阅卷现场 古瑾 摄

19

日上午，一名考生因忘记填写答题卡而痛哭，家长在一旁安慰。 张斌 摄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