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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教育培训

有些复读生用一年的努力，证明“我能行”

梦梦想想成成真真即即将将走走入入心心仪仪大大学学
去年，有不少学生放弃上大学的机会选择复读，经过一年的历练，通过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劲儿，他们

之中的大多数实现了目标。提起当时做决定的那份勇气，他们说：“值了！”

本报见习记者 尹成明

两名学生和家长到复读学校咨询。 本见习记者 尹成明 摄

去年放弃二本院校

今年他考了582分

“我报了山东师范大学和山
东科技大学，基本没问题。”6日
上午，记者见到了正在等录取结
果的朱士伟。经过一年的复读，
朱士伟在高考中取得了582分的
好成绩，比去年高考成绩提高了

96分。
2013年高考结束后，朱士伟

像其他同学一样，查分数、填报
志愿、等录取结果，8月份，他收
到了一所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然
而，让家人不解的是，朱士伟放
弃了录取机会，做出复读的决
定。

“我和他爸爸可没少劝他。”
朱士伟的妈妈说，得知儿子要复

读以后，心里一直在打鼓，一方
面担心高考形势变化太快，另一
方面担心儿子会不会退步，“第
二年高考取消了基本能力这一
科，说不定还会有其它的新政
策，如果适应不了复读，成绩下
滑了怎么办？”

“起初家里不支持我复读，
劝我去上大学。”朱士伟说，自己
的高考成绩虽然不高，但是在父

母看来还算不错。
“我觉得自己还有潜力，心

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拼一
回，上一所一本院校。我给爸爸
妈妈做了不少工作，后来他们也
就不再反对了。”

谈起这一年的复读生活，朱
士伟用“拼了”这两个字概括自
己的状态。“我的性格比较外向，
也没觉得有很大的压力，每天就
是‘三点一线’，教室、餐厅、宿
舍，大家都很努力，过得很充
实。”朱士伟说，复读生活很单
调，也很累，但同学们都拼尽全
力来提高成绩，争取每天都有的
进步和收获。

高考结束以后的第二天，朱
士伟就回到了学校，给忙着招生
工作的老师们帮忙。“经历了这
一年的刻苦学习，能够实现自己
的目标，上一所自己喜欢的学
校，值了。我们理科班的最高分
是朱晨曦，671分，她在南方上了
两年大学以后，觉得自己并不适
合那所学校，又回来复读。

从肥城到泰安复读

他今年提高151分

“今年的成绩是535分，提高
了一百多分，一家人都很高兴。”
6日，谈起儿子的进步，王凯的妈
妈高兴地说，“去年他自己觉得
不理想，下定决心要复读一年，
我们家长也没给他多少意见，主
意都是他自己拿的。”

王凯说，2013年高考他考了
384分，按照这个分数，可以上一
所比较一般的专科院校。“和我
分数差不多的同学也有几个，他
们都报了志愿。看着他们盘算着
大学开学的时候，我有点摇摆不
定，毕竟高三生活很紧张。”经过

反复考虑，王凯决定逼自己一
把，“我总觉得不甘心，不想向这
个结果妥协，最后拿定主意宁可
晚上一年大学，也要上一所好点
的大学。”

对于王凯来说，往返于肥
城和学校很不方便，由于路程
较远，回家需要倒两次车，最快
也得两个小时。“我来泰安上学
的第二天，妈妈就从肥城过来
看我，担心我睡不好。我只有踏
踏 实 实 地 学 ，才 能 不 让 她 失
望。”

王凯说，自己基础不好，在
课堂上有许多知识点听不懂，但
是养成了认真记笔记的习惯，每
堂课的笔记都记得很规整，并且
把有疑问的地方全部用三角号
标注，下课以后再向同学请教。

“上自习的时候我就把这些知识
点当成重点，一个一个地反复练
习，到一轮复习以后我就明显觉
得有底气了。”

作为全班提高分数最多的
学生，王凯说，自己的经历证明，
进步取决于踏踏实实地努力，而
不是基础的好坏。“基础只能说
是一个起点，只要你朝着目标去
努力，完全有可能超越比你基础
好的人。”

“想要走好复习这条路，必
须得有持之以恒的毅力，对复读
生而言，压力比较大，有的同学
平时很努力，到最后却因为压力
太大而没有发挥出来，也有几个
同学上了一段时间以后又选择
上录取院校的。”王凯说，选择复
读这条道路，是一个长期积累知
识的过程，既要沉心静气，又要
埋头苦干，绝不是用三天的劲头
就能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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