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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还是复读？2021 年的 6 月 23
日上午十点，女儿查分，过了省控
二本线，这个在高考前我们就问了
自己无数次的问题，又一次如此清
晰地被提了出来。

走，这样的成绩真的很尴尬，
连省内一所普通的公办二本也未必
能上；不走呢，再战一年，争取明
年达到一本线，希望还是非常大
的，而且，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用一年的努力来争取更好的大学，
作为家长，我们当然希望看到这样
的结果，而对孩子来说，也是向着
更高的目标进发，不让自己留下遗
憾。如果孩子愿意，我们当然会鼎
力支持！

一番讨论后，全家三口意见高
度统一：复读！人一旦决定去做什
么事情，往往会是把这件事情的好
处无限放大以说服自己，而风险只
会被压得很小很小。我们赶紧打开
一家外地补习学校的报名官网，好
险，短短两个小时，那家复读学校
就报满了，差一点没报上。

考虑到复读，我们就随便填写
了志愿。2021年7月10日，正是一
年最热的时候，那家复读学校就开
学了。8 月份，一所院校寄来了录
取通知书，我们电话告知了女儿，
当然是放弃。复读的学校管理很规
范，有生活老师，不用家长陪读，
班主任也很负责任，任课教师都是
那所学校高中本部的老师，水平都
不错。宿舍是那种上床下桌的带空
调的四人间，同宿舍的室友都好相
处，都爱学习，女儿很快适应了这
种集体生活。我原本有些担心，看

来都是多余的。其实孩子还是希望
有自己更多的独立空间，家长干涉
太多，未必就是一件好事情。女儿
的学习也有所进步，年终一模考
试，分数也接近了学校切的一本线。

10 个月的复读时光一晃而过，
我们明显感觉到女儿在复读学校里
要比以前成熟多了，比如说学会了
自己一个人坐高铁回家，学会了自
己一个人处理学校里的一些小事
情，接人待物不再像以前那样呆
板，与宿舍同学关系处得很好。因

疫情防控，根据学校的安排，2022
年5月21日，我们把孩子接回来在
家复习，一直到高考。

6 月 24 日高考成绩公布，女儿
复读的成绩并没有达到一本线。女
儿很有些失落，我和她妈妈当然也
失落。但冷静一想，我还是劝女
儿：只要你努力过，奋斗过，就够
了！其实，生活又何尝不是如此，
岂能事事都会顺心如意呢？

但我们都无比清晰地知道，这
一次如果还要选择的话，那么答案

只有一个，一定得走，必须走！
在填志愿之前，一位相交多

年、好似兄长的朋友给我们提出了
许多中肯的建议。他说现在还不是
讨论孩子今年成绩考得好不好的问
题，而是要面对现实，填好志愿，
确保孩子一定要走掉，至于以后，
孩子还可以到学校里好好学习，考
研，考雅思，甚至出国读书，都是
不错的选择。选择学校时，要细细
研究与你位次匹配学校的三年的投
档线。挑选专业时，要考虑到将来
考研的需要，尽可能避开自己的弱
势学科。朋友所言，字字珠玑。那
几日，我们一起陪女儿查看填报志
愿的蓝皮书，上网收集资料，尽可
能挑选出与她这个分数排名位次靠
近的院校，然后又一一打电话咨询
拟填报学校的招生办，详细了解诸
如学费、转专业、住宿、交通等细
节问题。最终筛选出10所学校，又
按照近三年这十所学校的最低投档
线情况，由高到底将学校分成冲稳
保顺序排列。敲定的志愿，第一时
间发给朋友并得到了认可，我们终
于松了一口气，至于能不能被自己
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录取，我对女儿
说，那就得看自己的运气了！

7月5日上午，无比的闷热，我
开车送女儿去学校填报志愿。看着女
儿走进学校大门的那一瞬间，我的内
心突然有了一种无比释然的感觉。

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在湛蓝
的大海边，女儿穿着白色的裙子，
奋力将填满了她心愿的漂流瓶扔向
远方，只是，这一次，她的漂流瓶
会飘向哪里呢？

选 择
星空无限

高考出分那天，清晨六点我便
起床，对家里进行所未有的精细化
清扫,心无旁骛地做到十点钟时，孩
子喊我，问:妈妈，我考多少分？我
说，不知道，没查呢。我打扫卫
生，其实就是为了借体力劳动来熬
过这段等待。我很紧张。因为孩子
考试时身体状态并不是很好，数学
考完又很崩溃，整场考完时她说，
唉，宝宝悲惨的一生。我让她别去
想，考完就考完了，不要对答案，
不要估分，好好地放松自己。

于是，我们看似悠闲地度过了
这半个月等待出分的时光，期间，
我们还开启了一场旅行。

孩子说，可以查分了。我慌乱
地洗了手去拿手机，居然笨拙到无
法正确操作。分是孩子自己查的，
她喊我：“妈妈，坏了，这怎么
办？”我看了一眼她的手机屏幕，当
下就懵了。

老师说，若兮这个分数太让人意
外，感觉像弄错了，就算数学难，以她
的水平，也不至于考那个成绩，还有
文综，原本很棒的，尤其历史、政治，
一直都稳稳地名列前茅。会不会答
题卡涂错了？去查查分？

我崩溃到大哭。
孩子却一直非常理性地坐在地

上，对我说，妈妈，这分数太荒诞
了，这真不像我考出来的，让我复
读吧。我当时非常生硬地对她说：

你怎么知道复读就能考好？也许你
就这个水平！

孩子这才哭了，她说，为什么
我高考失手了，你就不信任我了
呢？她擦了擦眼泪，对我说，妈
妈，你冷静一下，你想，如果我去了
自己一点不喜欢的学校后，再要求回
来复读怎么办？还有，中外合作的我
不想去读，与其那样，我当初就该选
择留学了呀。我自己有自己的规划，
这是一个失误，给我一个机会，让我
再试一次，无论结果如何，我都接受，
因为至少我试过了。

我答应了她。但内心依然纠结。
那天开车带孩子出去买书，两

位朋友打电话来，他们家的都是超
常发挥，取得了好成绩。我怕孩子
听到了难受，匆匆挂了电话。孩子
却笑嘻嘻地说：“嗨，谁还不是超常
发挥呢！宝宝我也很超常呀！”我听
罢大笑，可回到家，关上房间门回
想她说的这句话时，却忍不住大哭。

我心疼孩子。我一直以为这个
在家不好好学习的家伙不用功呢，
结果高考前整理她从学校带回的书
本时才发现，她刷了那么多题，做
了那么多笔记，写了那么多错题本
……毕业典礼上，她还取得了“智
慧勤奋杰出毕业生”的荣誉。老师

们都说，孩子很努力、很优秀……
可结果居然如此令人错愕。我并不
是一个紧盯分数的要强的母亲，对
孩子的要求也不高，我只希望她开
心。但她既然付出了那么多努力，
并且自高二下学期后每次段考、模
拟考试，即便考得最差的也没有这
么离谱过。孩子调侃道：“唉，看来
我在学校每次考试都是抄的。”

我很自责，对她说：“都怪妈
妈，妈妈疫情期间两个多月都在单
位，没顾上你……”她说：“哎呀，
你别自恋了吧，关你什么事！”我又
哭了，说：“这么好的小孩，是妈妈
没照顾好！”她又说：“当你小孩我
都三生有幸啦，你是好妈妈，就是
有点傻，有什么好纠结的，反正不
都是上学么？只是我同学去上大
学，我去上高中而已……”

我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说：
“早知道做人这么辛苦，就不生你
了！”她说：“汪汪，我是狗狗。”这
几天，我们就一直在玩扮狗狗的游
戏。我是一个人妈妈，生了一只狗
宝宝……这么幼稚的游戏，在她是
小宝宝的时候我们玩过，我真希望
她一直是个宝宝，但她快速地长大
了。在这次挫折与失败面前，我分
明看见了一个成熟沉稳的大人。

填志愿时，她说：“妈妈，我们
不要填志愿了，免得占用别人的名
额。”这个“失败”了的小孩，还在
为他人着想。

我感到非常欣慰，虽然她的考
分距正常水平有很大的坡度，但她
自我解嘲与勇于接受的好心态比她
取得优异的成绩更令我感到骄傲。

也很想对和我一样经历焦灼痛
苦的家长说：所有经历过拼搏的
孩子，无论结果如何，都应该拥
有深深的爱与祝福。高考分数压
根不是衡量一个人高度的刻度，
路还长着呢！

“失败”的小孩
黄丹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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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安庆九中考点。考前，一位家长为备考的女儿撑伞。 徐火炬 摄

今年高考后，作者携女儿游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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