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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暑假分班测试进入高三
重点班的小君袁开学以来状态一直
不错袁紧跟老师步伐袁感觉高三生
活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让人恐惧遥
面对高三的第一次月考袁父母非常
看重袁小君也信心满满袁希望通过
考试证明自己遥但是成绩公布后并
不理想袁 跟自己的预期差距较大袁
甚至平时擅长的英语和数学也失
误很多遥 因此小君内心很沮丧袁对
自己非常失望遥

小郭恰恰相反袁平时成绩一直
都很一般袁进入高三后明显觉得节
奏加快袁所以非常用功遥 面对第一
次月考袁她也高度重视袁考前的晚
上还在总结平时的错题遥月考成绩
公布后袁 她收获一个大大的惊喜遥
家长希望小郭能再接再厉袁给自己
定更高的目标遥

第一次月考对高三生既普
通又重要遥 说普通袁因为它仅是
高三多次考试中的一次而已曰
说重要袁 因为它是高三复习备
考过程中第一次具有较重要的

意义的统一考试遥 它不光是对
高三所学知识的检验袁 更是对
是否适应高三学习生活的检
验袁 对后期的复习具有指导性
意义遥

第一次月考袁有的考生太紧
张袁求胜心切袁影响了考试发挥遥
若不对这次考试成绩进行客观
科学的评估和分析袁很容易影响
后续的备考遥 有的考生成绩不

错袁 但对自己缺乏客观认识袁盲
目乐观袁 对后续的备考更是不
利遥 因此袁父母引导孩子科学理
性地看待和分析月考成绩就显
得非常重要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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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例

渊1冤明确月考性质袁理性看
待成绩

跟所有考试一样袁月考仅是
高三备考过程中检验学习效果尧
诊断学习问题的一种方式遥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袁高考前的任何一
次考试都是为了高考做准备的遥
因此袁 不要把月考看作是负担袁
更不要给月考附加额外的意义遥
作为父母袁首先要淡定袁无论成
绩高于或低于预期袁都不要表现
得过度欣喜或焦虑遥对考试成绩
要有正确的认识袁引导孩子抱着
发现问题尧调整策略的心态来对
待每一次考试遥 只有这样袁才能
不断总结经验袁为下一步备考作
出科学的指引袁考生心态也才会

更加成熟和稳定袁目标才会更加
清晰与合理遥

渊2冤客观分析成绩袁正确认
识自己

备考过程中的成绩有高有
低是很常见的袁而影响成绩的原
因是多方面的遥只有对结果进行
客观科学的分析袁才能对孩子有
更准确的定位遥 因此袁父母要引
导孩子对成绩进行多角度的对
比和分析遥

首先袁要引导孩子对成绩进
行多方面的比较遥既要跟差不多
水平的同学进行横向比较袁看看
差距在哪儿袁权衡自己对学习的
投入程度袁找到与别人有差距的
真正原因曰又要结合本次考试的

难度袁 与自己之前的成绩进行
纵向比较袁 找出知识漏洞和需
要提高的地方遥

其次袁 不光要分析知识上
的漏洞袁 还要反思自身考试心
态和答题策略是否合适遥 例如
考试时间分配是否合理袁 考试
焦虑水平是否适度等袁 以便总
结经验袁提高应试心理素质遥

渊3冤合理定位袁调整心态
当考试成绩跟预期不相符

时袁一方面袁父母不要武断地下
结论或者过早评价袁 避免对孩
子造成不必要的负面影响袁而
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定
位遥 另一方面袁父母要先反思自
身对孩子是否有不合理的期待

和定位遥 心理学研究表明袁目标
过高或者过低都不利于考试的
发挥遥目标过高会给考生带来很
大的压力袁 影响考试的正常发
挥曰目标过低则会失去激发动力
的作用遥

在备考中袁有两种情况尤其
要关注遥一种是期望或定位过高遥
这类考生容易眼高手低袁 给自己
的压力过大袁当成绩低于预期时袁
心态容易不平衡遥 另一种是期望
或定位过低遥 这类考生往往比较
自卑袁复习中容易出现消极心态袁
自暴自弃遥因此袁父母要关注和分
析孩子对自身的定位袁 多跟班主
任老师沟通袁 也可借助学校心理
老师等专业力量来调整心态遥

月考后防止盲目乐观或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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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7年 叶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中等职

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的意见曳渊国发也2007页13号冤颁布以来
的十年间袁中央尧北京市有关部门密集出台相关资助政策措施袁已建立起覆盖
学前教育至研究生教育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袁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
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遥 北京市按照野政策导向明确尧财政加大投入尧经费合
理分担尧多元混合资助尧各方责任清晰冶的基本原则袁结合地方实际袁全面贯彻
落实国家新资助政策袁相继研究出台了一系列实施意见和管理办法遥

1援国家奖学金 国家奖学金由中央政府出资设立袁用于鼓励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含
高职尧第二学士学位)在校生中特别优秀的学生遥 奖励金额每生每年 8000元遥
2援国家励志奖学金 中央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出资设立国家励志奖学金袁用于

奖励高校全日制本专科渊含高职尧第二学士学位冤在校生中品学兼优的家庭经济困难的
学生遥 国家励志奖学金资助面平均约占市属普通高校本专科渊含高职尧第二学士学位冤
在校学生总数的 3%袁每生每年 5000元遥 同一学年内袁申请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学生袁可
同时申请并获得北京市国家助学金袁但不能同时获得国家奖学金遥

3援国家助学金 中央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出资设立高校国家助学金袁用于资助
高校全日制本专科在校生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遥 北京市国家助学金分为两等袁一等
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4500元曰二等国家助学金标准为每生每年 2300 元遥 同一
学年内袁申请并获得北京市国家助学金的学生袁可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或国家
励志奖学金遥

4援国家助学贷款 国家助学贷款是政府主导袁金融机构向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提供的信用助学贷款袁帮助学生解决在校期间的学习和生活费用遥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
学生渊含高职尧第二学士学位冤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8000元曰年度学费和住宿
费标准总和低于 8000元的袁贷款额度可按照学费和住宿费标准总和确定遥 国家助学贷
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公布的同档次基准利率袁不上浮遥 贷款学生在校期间的
国家助学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支付袁毕业后的利息由借款人全额支付袁并按约定偿还
本金遥 按照学生申办地点及工作流程袁国家助学贷款分为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与生源
地信用助学贷款两种模式遥

5援饮用水尧洗澡尧电话补助 北京市政府出资对北京地区高校渊包括中央部委属院
校冤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实施饮用水尧洗澡以及电话费的补助政策遥 补助标准为每生
每年饮用水补助 45元尧洗澡补助 80元尧电话费补助 60元遥

6援 服义务兵役学费补偿贷款代偿及学费资助 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的高校学

生袁在入伍时对其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
偿曰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等学校就读的学生渊含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高等
学校新生冤袁 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尧 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
的袁国家实行学费减免遥 学费补偿尧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及学费减免标准为每人每年最高
不超过 8000元遥

7援退役士兵教育资助 对退役一年以上尧考入北京市市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袁根据本人申请袁由政府给予教育资助遥 学费资助标准袁本专科学生
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 8000元遥

8援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学费补偿贷款代偿 为引导和鼓励北京市属高校毕业生面向

北京市边远山区基层单位就业袁对北京市市属全日制普通高校中生源地为北京地区的
应届毕业生渊定向尧委培以及在校期间已享受全免费的毕业生除外冤袁自愿到北京市边
远山区基层单位就业尧服务期达到 3年以上渊含 3年冤袁实施相应的学费补偿和国家助
学贷款代偿遥 补偿代偿金额根据毕业生在校期间每年实际缴纳的学费或获得的国家助
学贷款确定袁每人每年不超过 8000元遥 从学生毕业工作后第二年开始分年度代偿袁每
年代偿学费或国家助学贷款总额的 1/3袁三年代偿完毕遥

9援勤工助学 学生可在学校的组织下利用课余时间袁通过自己的劳动取得合法报
酬袁用于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遥 学生参加勤工助学不应当影响学业袁原则上每周不超过
8小时袁每月不超过 40小时遥 校内固定岗位按月计酬袁以每月 40个工时的酬金原则上
不低于北京市政府或有关部门制定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为计酬

基准袁可适当上下浮动遥校内临时岗位按小时计酬遥每小时酬金可参照北京市政府或有
关部门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合理确定遥 校外勤工助学酬金标准不应低于北京市最
低工资标准袁由用人单位尧学校与学生协商确定袁并写入聘用协议遥

10援高等教育新生入学救助 救助对象为享受北京市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尧低收
入救助的家庭和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的重残人家庭中袁当年参加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入学
考试尧在本市高等教育招生计划内尧经北京教育考试院高等学校招生办公室正式录取尧
考入普通高等学校接受全日制本科尧专科或高等职业教育的学生袁可申请享受一次性
救助遥 救助标准为当年一次性最多救助 4500元袁学费低于上述救助标准的袁按实际发
生金额救助遥

11援新生野绿色通道冶 高校在新生入学时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开通野绿色通
道冶袁即对被录取入学尧无法缴纳学费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袁学校一律先办理入学手
续袁然后再根据核实后的情况袁分别采取不同办法予以资助遥

12援10%学费提取 北京市规定高校每年必须从学费收入中足额提取 10%的经费袁
用于学费减免尧国家助学贷款风险补偿尧勤工助学尧校内无息借款尧校内奖助学金和特
殊困难补助等方面的开支遥

家庭困难不用愁 学生资助来解忧
要要要北京市本专科教育阶段学生资助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