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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分分生生多多出出““寒寒门门””？？
县城高中培养方式较单一，而城市不少尖子生出国了

刚刚高考结束的学生刘一（化名）是胶
州一中学生，他出生于胶州市九龙街道一
个农村家庭，今年高考以文科585分的分
数超过了一本线十几分。“其实我的成绩
就在一本线上下，这次算是超常发挥
了。”刘一说，拿到成绩的那一刻如释重
负，因为长久以来身上背负着太多的压
力。刘一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姐姐初
中毕业之后就开始打工，如今已经嫁人。
从小，刘一的父母对刘一的要求就非常
严格，并且时常告诉他“你学习不好就只
能和你姐姐一样去打工”。

三年前，刘一以并不算出色的成绩
考入了胶州市最好的中学胶州一中，在
这所聚集了胶州市最好学生的寄宿制学
校，本不出色的刘一变得更加勤奋。“三
年以来我每天坚持5:00起床。”刘一说，他
宿舍一共8个人，其中7个是农村娃，他每天
5点起床也只能排在中间，5点半到教室时
同学几乎已经坐满了。

学校食堂6：30准时开饭，刘一从三楼
教室跑到食堂再买饭、吃饭，整个过程只
用10分钟，然后回教室自习直到8点上
课。“有时，上厕所都要算着时间，生怕耽
误了学习。”刘一说。一天8节课下来，就
到了晚饭时间，吃过晚饭从6点半到将近
10点，他们又会进入自习时间。“从我上
高一就是这样的节奏，没有人逼我们，大
家早就习惯了这样的生活。”刘一说，晚自
习和早自习都是自愿参加。

胶州一中的休假是每两周休息两天，
但是由于寄宿制学校独有的特性，所以休
息第二天的下午学生就会回校。“为了不耽
误第二天上学，所以头一天晚上我们往往
会把行李带回学校。”刘一说，回校后，大家
收拾好行李和床铺便又会回到教室自习，
由于餐厅在节假日开放，所以有些同学甚
至会选择不回家，直接留在学校。

“其实每天学习时间长并不是最担
心的，心理压力大才辛苦。”刘一说，每当
模拟考试或者是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出
来，他的心总是会悬着，因为竞争太过于
激烈。 本报记者 刘震

农村娃的高三

吃饭十分钟
如厕算时间

“在青岛二中，学生不一定要非得拼
死复习考个清华北大，他们可以凭借其他
加分特长，同样进清华北大。”二中一名不
愿透露姓名的老师说。

青岛二中高三学生郑远航即将进
入清华学习。郑远航没有参加高考，凭
借计算机奥赛获奖，被保送清华。这个
在二中有着“怪才”之称的郑远航，还是
山东省首位连续两年蝉联全国信息技
术奥赛金牌并入选国家集训队的学生。

在青岛二中有专门老师，对学有余
力、有学科特长的学生，进行奥赛辅导。郑
远航说，他的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突出，
如果通过高考想上清华，是不可能的，通
过奥赛跳板进入名校对他来说是最好的
选择。“或许，如果我在其他学校，这个特
长就不能这么好地被发觉和培养了。”郑
远航笑着说。今年，青岛二中将有五名学
生去清华、北大。在青岛，二中每年通过
自招进高校的学生人数是最多的。今年
学校又有200人拿到高校自主招生资格。

本报记者 李珍梅

城里“怪才”的保送路

学校提供了

特长发展的平台

2015新高考

高三学生许家豪是青岛二中学生。
高一高二成绩一直在全校名列前茅的
他，选择了留学。今年年初，许家豪申请
了包括剑桥大学在内的五所英国高校。
虽然面试剑桥大学失败，但最终他拿到
了英国排名第三的帝国理工大学化学专
业录取通知书。

像许家豪一样，尖子生出国，在青岛
已经成为主流。今年二中有150多名学生
出国，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内成绩非
常优秀的学生，而且申请的国外大学也
是排名很靠前的学校，像悉尼大学、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等。
青岛58中副校长吴峰表示，近年来出国
留学的优秀学生越来越多。

“前100名的孩子中，有30多名都选
择出国留学。”25日，山师附中相关负责
人说，对于该校的学生来说，并非只有高
考这一条路。很多学生在高考前，就拿到
了国外知名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与山师
附中相似，山东省实验中学今年也有100
多名学生选择了出国留学。

24日，青岛二中高三9班的理科生张
心原查到分数：677分。虽然与预期有些

差距，但去清华大学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事儿了。原来，张心原在高考前，就已经
一只脚踏进清华园。去年，由于在全国中
学生生物学竞赛中获得银牌，张心原被清
华大学邀请去参加学校的生物营活动。活
动结束后，清华招生办就与张心原签订了
一份协议：只要她高考分达到山东省一本
线，就可进入清华生物专业学习。这个专业
也是张心原最想读的专业。“分数是重要的
一方面，但是二中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
更多的是给我们提供学科特长发展的平
台。”张心原说。

“全省高分生中，济南青岛的学生咋这么少？”高考出分后，一份高分生名单在朋友圈疯传。记者获
悉，省城学生上榜较少，与目前的教育政策有关，不少济南青岛等城市高中的尖子生都优先选择出国留
学。而农村娃为了“改变命运”，会发自内心地勤奋刻苦，也成为一些县市区学校高分生较多的原因。专
家指出，城市家长观念多元化，而分数也不再是评判教育水平的唯一标准。

本报记者 王光营 李珍梅 刘震 秦国玲

为了普及素质教育，我省多年前就
提出了中考指标生的招生政策，将优质
高中的生源分配到各个初中。目前济南
市的指标生比例已经超过了68%，部分
高中达到了80%以上。据悉，山师附中今
年共有毕业生1680多人，其中过一本线
的学生就有850多个，二本线上的学生有
1600人左右。而在省实验，今年的毕业生
有1700多人，其中1500多人过了一本线。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能过本科线，这个比
例是一些中学无法相比的。”

“其实，在我看来，农村的孩子考高
分的机会比城市孩子多，这正常。”一名

教育界人士认为，很多农村家庭没有多
少实力和底子任孩子折腾，只能苦读。另
一方面，城市家长的观点也逐渐分化、开
明。在有实力有保证的前提下，不少家长
选择让孩子参加洋高考从而挤入世界上
排名靠前的国外名校。

“分数并不是唯一的评价指标。虽然
它是重要的，但国外知名大学更看重我
们的全面素质发展。”去年被耶鲁大
学录取的青岛二中学生高文斌说，美
国大学的录取标准非常全面，考试成
绩只是一部分。申请者的性格、经历
与特长都会被考虑在内。

■专家剖析 分数不是唯一评价指标

曾在胶州一中连续多年带高三的
老师张辉增认为，这里的孩子不需要
鞭策，甚至想阻止都阻止不了。“我以
前有一个学生，每天晚上1 0点之后在
被窝里偷偷开手电筒学习。”张辉增
说，他多次制止但是无效，最后只得找
来学生家长谈话，并对孩子予以批评。

“这样的行为如果不制止，就会有更多
的学生效仿。”张辉增说，多年来形成

的良好学习环境，造就了胶州一中近
年来高考的成功。

寿光一中梁本江校长介绍，只用
考试分数来评价学校是不科学、不公
正的，要全面衡量。但从学校、老师、学
生层面来讲，县级市农村中学和济南、
青岛大城市相比，对学生的引导和关
注高考的氛围不一样，主要还是看重
孩子的分数。而济南、青岛出国的多、

自主招生加分的多，学生整体素质高，
孩子的出路也多。

素质教育理念，在省城的高中，执行
得比较到位。“基本上每周都会休息，学
校里的活动很多。”省城一高中毕业生杨
建表示，与单纯强调学习不同，省城的高
中基本不会出现让学生加班加点补课学
习的情况。学校里有60多个社团，除了学
习，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很丰富。

■老师看法 大城市素质教育执行比较到位

2015年高考，胶州一中学生向淑婷
以681分的高分一举拿下山东省第一名，
而黑白、兰天和孙博也均以理科超过700
分的分数在山东省名列前茅。胶州一中
取得这样的成绩绝非偶然，2014年高考，
胶州一中两名女生就一举拿下青岛市文
理科第一名。在胶州这样一座小城市，一

中的生源在青岛市绝对不是最好，但正
是因为以农村孩子居多，所以校园内多
年积淀，塑造出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很多
学生表示：“除了高考别无他路。”

近几年，昌乐二中、寿光一中、青州一
中等县级市学校的高分段考生越来越多。

“考不了高分没出路”，在县级市，高考成为

一些孩子“改变命运”的重要方式。
青州一中高三年级史素文主任已经带

了六七届毕业班。她介绍，相比大城市的
高考生而言，县市区出国留学的少，家长
们重视高考成绩，对孩子的培养方式相
对来说比较单一。高考生想改变命运只
能埋头苦读，他们吃得了苦。

■农村考生 “考不了高分没出路”

■城市考生 前100名中30多人选择出国

听考生说

6 月 8

日，高考结
束，山师附
中考场外，
考生们一起
庆祝。（资料
片）
本报记者
周青先 摄

胶州一中。本报记者 刘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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