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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学生心理自助互助能力，促进
身心健康成长，近日，营口市第十七中学
开展校园心理剧创作活动。

校园心理剧是一种团体心理辅导方
式，通过小品表演、情景对话等形式，将
学生在生活、学习、交往中的冲突、烦
恼、困惑等编成“小剧本”并进行演
出。这种形式不仅可以让学生通过表演
的方式，释放内心隐藏的矛盾与冲突，
还能在剧中融入心理学知识及教育技

巧，让学生体验心理变化过程，领悟其
中道理，从而使全体学生受到教育和启
发。由学生创作的 《考试之后》 即模拟
考试成绩公布后，小晴没取得好成绩，
产生了低落、挫败、担心的情绪。在老
师、家长和同学开导下，她重振信心，
重新做回阳光的自己。同学们在创作过
程中，更加深刻地理解了学习、成长的
意义，增强了自信心和使命感。

本报记者 佟婷婷

又是一年毕业季，又是一朝出发时。6
月 27 日上午，西市区实验小学“心存感
激 筑梦前行”2024届毕业典礼在学校操场
举行。这不仅是一场告别童年的典礼，更

是孩子们人生旅程中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在优美的音乐声
中，毕业班学生牵着
一年级学生的手，在
鲜花和掌声的簇拥下
挥手步入操场。典礼
上，校长向倾注无数
心血的老师们致以崇
高的敬意，向孩子们
送去诚挚的祝福。歌
曲 《逆 战》、 朗 诵

《阳光师生情》、舞蹈
《科目三》 等精彩演
出，将现场气氛推向
高潮。

最 后 ， 全 体 毕
业班学生合影留念，并在彩色树上印下自
己的手印，以表达对小学时光的不舍。

本报记者 佟婷婷 文/摄

校园心理剧 纾解小忧烦

我们小学毕业啦！近期，各地高考成绩陆续公布，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即将启动。一些不法分子也将“黑手”伸向了考试招生
领域，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通过编造不实信
息、虚假夸大宣传、制造报考焦虑等方式，借助高科技
手段实施诈骗。为此，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结合近年
来个别地方出现的一些案例，郑重提醒广大考生和家
长，应从正式渠道了解、确认考试招生政策和信息，一
旦遇到谎称花钱能上好大学、好专业，分数不够也能上
大学等情况，要保持清醒头脑并及时报警，切勿轻信各
种团伙和个人的蛊惑以致上当受骗，遭受各种损失。

收到“疑似作弊”短信，警惕精准诈骗骗局
现象：高考后，有考生收到“某教育部门”或“某

招生考试机构”等发来的短信。短信中称，在考场监控
录像回放倒查中，发现考生存在疑似作弊行为，将取消
考生的高考成绩，并要求拨打短信中留下的电话号码咨
询确认。拨打该电话后，诈骗分子将一步步套取信息，
诱导点击网址链接或下载APP，要求缴纳费用或保证金
等，最终让考生和家长转账汇款，造成财产损失。

提醒：不法分子通过非法途径收集考生的信息，向
考生发送所谓“疑似作弊”的通知短信，实施精准诈
骗。考生一旦回拨电话，就可能被不法分子借机收集更
多个人信息或是以“处理作弊行为”为由实施诈骗。在
此提醒广大考生，切勿轻信任何涉高考作弊违规的短
信、电话，尤其不要轻易点开相关链接。收到此类短
信，请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教育部门、招生考试
机构核实，确认信息的真实性。如遭遇诈骗，应第一时
间拨打报警电话。

“内部渠道”不可取，“内部指标”不可信
现象：2022 年，周先生找到对外宣称有门路拿到

“军校内招名额”的贺某。之后，贺某以跑腿费、打点费
等为由，向周先生索取37.5万元。直至招生工作结束，周
先生的女儿都没有被贺某所承诺的学校录取，而贺某则以

“考试成绩不够”等理由搪塞推托，并且拒绝退款。同
年，某艺术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刘某向考生家长宣称自
己深耕多年，和国内许多知名艺术院校都有合作，可以帮
助未在录取范围内的考生通过“计划内预留名额”进入这
些艺术院校，先后骗取9名家长90余万元。

提醒：高校招生录取期间，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
家长的急切心态和侥幸心理，声称有内部特殊渠道、掌

握内部招生名额，或是能够通过“定向招生”“委培招
生”等名义“降分录取”考生，有的甚至还伪造公文印
章，冒充军队机关或招生部门工作人员，以达到骗取钱
财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高校招生录取有
严格的工作流程。高校招生计划，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
统一向社会公布，未经有关省（区、市）公布的招生计
划，一律不得安排招生。高校在招生省份未完成的招生
计划，须通过公开征集志愿录取，高考录取过程中，不
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考生及家长要高度警惕此类

“花钱能买大学名额”的诈骗信息，切勿上当受骗。
认清不同教育类型，切莫马虎“上错学”
现象：有些考生高考分数达不到高校录取要求，但

考生和家长仍对上大学有着强烈渴望，以为多交钱就能
走捷径，从而被不法分子利用，交纳高额录取费、手续
费等。考生和家长花钱拿到录取通知书，入学之后方知
上当受骗。甚至有的考生拿到毕业证书时，才发现根本
不是普通高等教育学历证书，而是成人高等教育学历证
书或者跟班学习文凭证明，白白浪费了时间和学费。

提醒：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除了普通高等教育外，
还有成人高等教育、远程网络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等多种形式。不同的招生类别，其入学条件也是不一样
的，所取得的毕业文凭及用人单位对其要求也是不一样
的。考生和家长务必要认真辨别普通高等教育与其他教
育形式，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进修方式。

伪造录取通知书，擦亮眼睛看仔细
现象：不法分子冒充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向考

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发送相关的录取短信，甚
至伪造虚假的招生网站，诱骗考生将学杂费打入指定
的银行账号，或是以其他理由获取个人隐私信息，进
而骗取钱财。

提醒：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2024高考护航
行动，开展“点亮权威考试招生机构官网标识”专项行
动，已协调有关互联网平台对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和高校
的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进行了权威标识。考生和家
长应认准“官网”标识，通过官方发布、认证的网站确
认录取信息，收到录取通知信息时要注意甄别，切勿打
开来源不明的网站链接，切勿在未核实账号真伪的情况
下轻易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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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白裙，长发及腰，笑眼弯弯。
初见高孟芳菲，一下子就颠覆了记者对

“学霸”的刻板印象。这种感觉在后来采访其小
学班主任——站前区健康小学莫雪梅老师时也
得到认证。“她不是个死读书的孩子，特有灵
性，学习习惯好，积极参加各项活动，而且完

成得都特别好。”在莫老师眼中，高孟芳菲还是
那个课堂上眼里闪着光、一直盯着自己的女孩。

在高孟芳菲成长的过程中，母亲并没有刻
意朝“学霸”方向培养，而是要求孩子尊师重
道、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让孩子在尊重和爱中得到滋养，在生活中汲取

“精神力量”。她觉得自己没有做什么，也总结
不出可以复制的教育方法。

是的，我们为孩子“设定”的人生方向，不是
非要把一棵小草培养成参天大树，而是就算小草，
也要把她培养成一棵美好的小草、一棵健康的小
草。那么，剩下的一切惊喜，就都不是意外之喜。

眼里有光 未来可期
佟婷婷

这两天，营口市高级中学毕业生高孟芳菲
的名字成了营口人谈论的热点。高孟芳菲是如
何学习的？她是在怎样的努力之下独占鳌头
的？她又是如何度过高中三年的？……6 月 25
日，高考成绩揭晓第二天一早，记者就见到了
这位追光而行的小姑娘。

找准方向向前走
眉梢眼角藏秀气，语笑嫣然显温柔。这是高

孟芳菲给人的第一印象。对于高考成绩，高孟芳
菲有些不满意。“我就是想考690分！”从她写给
自己的信中，记者也感受到了她心中的遗憾。高
孟芳菲的梦想是去北京深造，并一直朝着这个目
标不断努力，每天都要求自己“离目标更近一点
儿”。她说，目标是努力的方向。但是，学习没
有捷径可走，唯有方法可循。

背书不是死记硬背。高孟芳菲是“文科
生”，背书是基础，但她认为，首先要把每一个
知识要点的思路脉络和逻辑关系理清楚，这样
自己理解得更深刻，背诵起来更容易。其次，
回归教材特别重要，梳理知识点、精准训练、
找类型题……都要围绕教材来，才能事半功
倍。背诵英语单词是很多学生头疼的事儿，高
孟芳菲也不建议死记硬背，而是要记词根、词
缀，提高效率的同时，也为大学英语打基础。

高质量完成作业。高三时期，很多学生陷
入题量攀比的焦虑，一味追求做题数量，“没有
反思总结的做题，无异于精神胜利法，也就是
网络上说的‘假努力’。”高孟芳菲说，做题要
跟着自己的节奏，不一味追求速度和数量，稳
扎稳打，关注点要放在错题背后疏漏的知识点
上，及时修正和完善知识体系。

把时间花在有意义的事情上。高孟芳菲表
示，自己不喜欢看漫画、不喜欢二次元、不追
星，她没办法在那里获得满足感。看《人民日
报》《半月谈》，读文学史、历史类书籍，品各

大文学奖获奖作品……是高孟芳菲了解世界的
途径之一。“记笔记、做剪报、摘抄喜欢的段
落，反复看、经常看，自然就记住了。”高孟芳
菲说，有意识地积累，对她的写作能力有很大
帮助。

“我就是要让我熬的夜、写的题、受的累，
都照亮我的路！我就是要努力，就是要站在那
个校园里！”高孟芳菲在写给自己的信中给自己
打气。她说，高中三年，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找准方向，就一步步向前走。

高中生活不能只有学习
“学校的全方面培养让我自信，高三阶段老

师的陪伴给了我安全感。”当问及高考取得优异
成绩的秘籍是什么时，高孟芳菲的回答跳出了
记者的思维模式——没有递出“招式”，而是亮
出“心法”。

学生的首要任务是学习，但是高中生活又
不能只有学习。在三年的高中校园里，高孟芳
菲参加了体育艺术节、模拟联合国大会、课本
剧表演等学校组织的多项活动。“排练节目，写
主持词，做活动策划……自习课，别人写作
业，我在忙活动。我必须利用好课堂时间和碎
片化时间，更加专注地学习。”高孟芳菲告诉记
者，或许有人觉得，参加这些活动会耽误学
习。但在她看来，正是这些看似耽误了的学习
时间，让她能够更加高效地利用好其他时间。

“在这些活动中，孩子得到了锻炼，更加阳光、
自信，面对学习也更加从容，淡定。”高孟芳菲
的母亲从中看到了孩子的蜕变和成长。

在营口市高级中学的三年，是高孟芳菲尽情
成长和努力绽放的三年，她是学校团委副书记、
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体育艺术节主持人……

“没有高考就没有当下，只有高考就没有未来。”
营口市高级中学党委书记刘凤岐告诉记者，学校
始终坚持为学生搭建平台，推动他们登上体育艺

术节、模拟联合国大会、课本剧总决赛等盛大的
舞台，出现在《营口高中的日子》MV里，在各项
活动中锻炼自己的综合能力，开拓视野。“我们正
是用学生喜欢的、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方式，去赢
得更好的成绩。”刘凤岐说。

把自己“交给”老师
一个优秀的、全面发展的学子，离不开成

长路上父母的引导、老师的教诲，离不开学习
过程中的巧劲儿和方法，也离不开好的习惯和
一以贯之的坚持。

“高孟芳菲是个品质特别好，学习有巧劲
儿、稳扎稳打的学生。”高孟芳菲与高中班主任
刘璐关系亲密。在老师眼中，她是个目标明
确、随时能调整状态并找到前进节奏的学生。
而在高孟芳菲心里，刘璐老师既是老师，又是
朋友。“她早上 6 点多就来，晚上 10 点左右才
走，在校期间与我们形影不离。”高孟芳菲回
忆，高三冲刺阶段，老师的陪伴就如定心丸。

三年来，高孟芳菲保持着“有疑必问”的
学习习惯，凡是遇到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就
主动寻求老师帮助，心理上遇到波动，第一个
想到的也是老师。“老师们从不给我喂‘鸡
汤’，都是利用讲题的机会，潜移默化地提供情
绪价值。当时听的时候感觉老师们是在讲知识
点，其实是换了一种方式对我予以鼓励。”高孟
芳菲表示，老师们了解每一个学生的特点，用
什么样的方法化解学生疑惑，自有独到的方
法。所以，把自己“交给”老师，是一个明智
的选择。

“任何老师都是为了孩子好，家长和孩子要
无条件地尊重老师、信任老师。”在聊到如何培
养孩子的良好习惯、如何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时，高孟芳菲的母亲表示，自己没做什么，就
是让孩子作息规律，给孩子尊重、包容，营造
充满爱的环境以及要和老师“一条心”。

她她，，高考历史类总成绩高考历史类总成绩688688分分，，拟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入取拟被北京大学元培学院入取。。
她她，，学校团委副书记学校团委副书记、、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模拟联合国大会主席、、体育艺术节主持人体育艺术节主持人。。
她说她说：：““我就是要让我熬的夜我就是要让我熬的夜、、写的题写的题、、受的累受的累，，都照亮我的路都照亮我的路！！””

披荆斩棘 迎来芳菲如画
本报记者 佟婷婷 王晓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