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陪读妈妈竟然“组团算命”
考生直言无奈

案
例

临近高考，在宿松中学附近陪读的张大姐比

平时更忙了。原本只负责照顾好孩子日常食宿的

她，最近还要忙着和陪读妈妈们组团去“算命”，为

孩子求个好成绩。

“我其实不怎么相信这些东西的，但周围的考

生家长都在弄，感觉自己不参与就像没有帮到孩

子一样，其实就是图个心理安慰吧。”张大姐告诉

记者，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每天看着孩子忙得

天昏地暗，自己却使不上劲，只能干着急，所以就

想着从其他方面帮助孩子。

张大姐的儿子小李却对母亲的行为感到很无

奈，他告诉记者，这些“陪读算命团”并不是算过一

次命就结束了，而是只要听到哪里有“高人”，就跑

过去求指点。“去了一次又一次，有时候一整天才回

来，我中午放学回来只能自己煮饺子吃。”小李说。

小李还告诉记者，自己有几次半夜发现母亲

在家偷偷烧纸求“神”，尽管有过沟通，但母亲仍旧

“执迷不悟”，“我的心态一直都还好，但她们老是

这样偷偷摸摸、神神叨叨，搞得我也蛮有心理压力

的。”同样的情况在省城合肥也每年都在上演。记

者近日走访了合肥市明教寺、开福寺等地，发现前

来烧香拜佛的人中不乏即将大考的学生和家长，

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寺庙的香火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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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的书堆背后是对梦想的执着

大考在即，“抱佛脚”、吃“补药”真的有用吗？

“命运属于自己，成功依靠努力”
高考在即，日前六安市毛坦厂中学发布了

通知，提醒广大家长不参与烧香拜佛、卜卦算命

等封建迷信活动，鼓励考生“命运属于自己，成

功依靠努力”“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记者

了解到，每逢高考之际，居然都会有不少考生和

家长去寺庙里烧香拜佛，求神庇佑。

除此之外，为了孩子能有个“超强大脑”应

对复习和考试，各种保健品、“聪明药”也应运

而生，吸引着家长们的目光。他们究竟烧的是

香，还是焦虑？吃的是补药还是安慰？专家提

醒，最后的冲刺阶段，平常心比“求神拜佛”等

封建迷信活动更重要，考试期间也尽量不要盲

目服用药品和保健品。

□ 记者 吴善良 汪婷婷 文/图

药店安神补脑保健品走俏

除了求神拜佛祈求心理安慰，每逢中高考，家

长们还会把目光投向保健品市场。记者走访合肥

多家药店发现，号称可增强记忆力、有助于安神睡

眠的保健品连日来销售量激增，很多前来咨询购

买的都是考生家长。

在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上的一家大型药店，

记者表明了想为高三考生买“补脑”药品的诉求，

店员立马从货架上拿起一款“DHA 海藻胶囊”，价

格 198 元，每天吃一粒，一瓶是一个月的量。据介

绍，这款保健品有助于提高睡眠质量，提高记忆力

及学习能力等，是该药店最近最为畅销的保健品。

记者观察到，同一家店内的同款 DHA 胶囊价

格差异较大，从 168 元到 548 元不等，但配方和用

量几乎相同。“贵点的是进口的，效果差不多。”店

员介绍说。

在其他几家药店内，同样，首推的是 DHA 胶

囊，还有各种植物蛋白等保健品，价格也都在三

四百元。“马上高考了，每天都有好多人来买，我

们楼上的经理也给她孩子买了，再不买就来不及

了！”一家药店的店员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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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福红丝带

平常心比“求神拜佛”更重要心
理
专
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求神拜佛有可能会

舒缓紧张情绪，增强信心，但这种减压方式并

不具有普遍性，且一旦把握不好度，容易过犹

不及。真正能够帮助考生应对高考的，只有

靠平时的点滴积累。用汗水成就的信心，比

任何形式的求神拜佛都靠谱得多。”安徽省

心理咨询师协会秘书长王文君表示，过分重

视心理安慰，有时候非但不能给考生减压，反

而会形成一种心理暗示，给考生带来压力，不

利于考生正常发挥。

王文君强调，应对中高考，最重要的是保

持一颗平常心。面对考试，考生要客观衡量

自己的实力，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尽全力去应

对即可。而对于家长而言，不宜过度关注，以

免好心帮倒忙，反而给孩子增加不必要的心

理压力。

考试期间尽量不要乱服药医
生
建
议

“如果吃药打针能提高成绩，那样学生

们也不用认真学习，都去吃药打针就好了。”

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二科副

主任医师王涛表示，每年高考前几个月，都

有许多家长前来咨询如何用药提高成绩，事

实上，如果孩子没有什么问题的话，医院一

般不建议给孩子用药。

据介绍，有的家长为了提高孩子成绩，又

是购买药品，又是给孩子打针，“事实上，这些

药物用得对的话可能有点好处，用得不对，可

能适得其反。”王涛解释，无论中药还是西药均

有一定的药理毒性，考生在没有任何病症的情

况下，不宜盲目服用中药和保健品。

至于网上流传的“聪明药”，看似“神药”，

实则“毒药”。“这些所谓的‘聪明药’属于管控

类精神药品，长期服用不仅会产生依赖性，还

会对大脑造成损伤。”王涛说。

因此，王涛建议，考生在考试期间尽量不

要乱服药，如果需要用药，在用药前要咨询专

业医师，让医生根据具体病情开处方，不要随

意在网上购买药物，以免买到假冒伪劣药品，

造成更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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