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科考了706分！烟台
一中理科考生刘晓鹏，今年
高考考了全校理科最高分
706分。“学习要有韧劲，不
服输。相信自己，就能成
功。”刘晓鹏总结自己的成
功秘诀。

刘晓鹏是烟台一中高
三二班的学生，这次高考，
数学考了139分、语文129分、
外语135分，加上其他科目
的分数，一共考了706分，成
为烟台一中理科最高分。

25日上午，清华大学和
北京大学的山东地区招生
办老师都向刘晓鹏伸出了

“橄榄枝”，只要报考“录取
没问题”。

“对成绩感到满意，算

超常发挥吧！”刘晓鹏说，此
前自己先后两次参加上海
交大的免试考试和保送考
试，都顺利通过了。“但我相
信我还可以做得更好，所
以，我放弃了上海交大。成
绩下来，努力果然没有白
费！”

刘晓鹏的班主任诸葛
文华老师说：“刘晓鹏学习
有一股韧劲，不服输；再就
是家庭氛围好，父母对他的
培养很到位。”

“我们对他的学习没有
过分苛求，但从小就开始培
养他良好的学习习惯，从小
成绩就不错。”刘晓鹏的父
亲说，“孩子数理化比较好，
不过英语学习有点吃力。”

“我英语确实学得不太
好，但我从来不报班。高三
的大半时间都花在了英语
上，只要相信自己，没问题
的。”刘晓鹏说，“他们说我
有韧性，这个我承认，因为
学习不是一帆风顺的，遇到
困难克服一下，难受了忍一
下，坚持就是胜利。”

“还有就是要学会总
结，犯过的错误争取不犯第
二遍。我们一中有个好传
统，就是每个同学都有错题
本，闲着就拿出来看看，查
漏补缺，温故知新。”另外，
学习要有规律，不要熬夜。

“我一般11点就睡觉，熬夜
反 而 会 耽 误 第 二 天 的 学
习。”

文科考了665分！烟台一
中文科考生王雨童，今年高
考考了全校文科最高分665

分。“王雨童学习扎实、态度
认真，喜欢问问题同时落实
到位，各科发展也比较均
衡。”王雨童的班主任宋华老
师说。

“其实我还可以考得更
好，这个分数有点遗憾。”烟
台一中高三十四班的王雨童
说。

记者了解到，王雨童高
考前已经成功通过了中国人
民大学的自主招生考试。

25日上午，北京大学和
清华大学的山东招生负责人
已经和王雨童见过面，当场
拍板说“报考录取没有问
题”。

“现在就是要考虑上哪
个学校，具体哪个专业更适
合。”王雨童说，“这个还要和
我的老师沟通，获得一些建
议。”

“王雨童取得这样的成
绩我一点都不惊奇。”王雨童
的班主任宋华老师说，这个
孩子最大的优点就是学习扎
实、态度认真，喜欢问问题同
时落实到位，各科发展也比
较均衡。

“有问题当然要及时搞
清楚，不要成了大问题，那就
不好解决了。”谈到自己的学
习经验，王雨童说，一定要巩
固基础，文科的学习很基础
很重要，有些知识很细琐，需
要耐心；另外就是要跟上老

师的节奏，但也不能盲从，要
有自己的主见，探索适合自
己的方式方法。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
书，文学类的，我比较喜欢语
文。”王雨童曾经是一中浪花
文学社的社员，经常写文章。

另外，王雨童还喜欢每

天都做一个学习计划。“但计
划往往要稍高一点，正所谓

‘法乎其上，得乎其中’，然后
晚上下自习后就像过电影一
样，回顾一下一天的学习是
否达到要求，第二天及时调
整。因为有计划，所以不熬
夜，11点就准时休息。”

刘刘晓晓鹏鹏今今年年高高考考考考了了770066分分 ((由由本本人人提提供供))

王王雨雨童童今今年年高高考考考考了了666655分分((由由本本人人提提供供))。。

填志愿，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听听家长、考生、专家是咋看待这个问题的
本报记者 刘清源

家长>>

希望孩子报考

一个学术性专业

25日，不少考生到工人
文化宫的高考咨询会现场
向高校招办老师咨询高考
填报志愿的问题。

一大早海阳考生晓
菲就和父母来到了会场。
晓菲是文科考生，今年的
高考成绩是450多分。

晓菲一家更倾向于
选择一个好专业。晓菲
说，她比较喜欢旅游管理
这样的专业，感觉压力不
大，就业也好。晓菲的父
亲王先生希望女儿从事
一个学术性的专业。“这
种专业学习气氛好，到校
后还可以专升本、本科再

读研，发展空间更大一
些。”

而考生李萌则倾向
于选择一所好学校。李萌
的成绩是480多分，在三
本学校和专科学校，公办
学校和民办学校的选择
里，李萌更倾向于选择一
所本科的公办学校。

可是按他的分数，
本科公办学校的好专业
难以录取，调剂的专业
一般又比较冷门。要挑
好专业只能降低学校的
层次，但是专业又与就
业直接联系在一起，选
择一个就业比较好的专
业更实际。

到底是报考喜欢的
学校还是实际点选个专
业，李萌觉得自己陷入两
难。

考生>>

想选好学校

可看多了心里没底

选 学 校 还 是 选 专
业，不仅对分数较低的
考生是个难题，对分数
高 的 考 生 来 说 同 样 纠
结。

考生浩然今年考了
6 7 6分 (理科 )，特意选择
晚一点到高招会现场，
她想晚一点，就能多了
解报名学生的整体分数
情况了。

在择校上浩然主要
看重两方面，一是专业、
二是学校。专业上她偏
爱会计学，但还要考虑
学校的校园文化积淀。

她认为，大学是个经历
的过程，越丰富越好，她
更喜欢综合类大学。在
看过了许多自己中意的
学校后，浩然说，她更不
放心了，心里更悬。

浩然的母亲王女士
说，孩子苦学了12年，第
一志愿只能填1个。比较
好些的学校的录取分数
都要比分数线高80分以
上，实在太难选择了。如
果能有 2 - 3个平行志愿
就好了，谁的分数高就
谁上，不要辜负了辛苦
考出来的分数。

另一位高分考生林
虹宇今年高考考了 6 8 3

分 (理科 )，报考上，专业
对他的影响占 6 0 % 、学
校占40%。

虽然有的学校告诉

他，只要他填报该校，专
业随他选，但林虹宇更
倾向于那些什么都不能
保证的学校，那样学校
更优秀，挑战也更大些。

学校>>

重要的不是专业

是学生的综合能力

选 学 校 还 是 选 专
业？对这个纠结的问题，
负责招生工作的临沂大
学资源环境学院党委副
书记卢金荣认为，现在
很多家长在乎孩子选择
什么样的专业，是因为
专业跟就业直接挂钩。

“实际上每种专业
都有其发展空间，也都
有做出成绩来的人。”而

真正重要的是，学生踏
上工作岗位后的综合素
质、能力的差别。大学重
视的也是培养学生这方
面的能力。

相比较而言，综合
类大学对学生的发展更
好些。“学生在进入学校
后，即使专业不如意，还
可以再调专业、读第二
学位、辅修等。”

“有些家长寄希望
于孩子3年后专升本、本
科再读研，其实就跟3年
前希望他考个好本科是
一样的心理。”不管是家
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
重要的不是学校或者专
业，而是把家长的这种
规划转化成孩子的内在
动力，也就是孩子的综
合素质问题。

24日，山东省高考成绩和部分分数线公布。随之而来最为考生和家长关注
的问题，就是如何填报志愿了。你知道填志愿时，是以选学校为主，还是以选专
业为主吗？哪一个更好？听听家长、考生、专家是咋看待这个纠结的问题的。

有有有韧韧韧劲劲劲不不不服服服输输输

有有有规规规律律律不不不熬熬熬夜夜夜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李李楠楠楠楠 通通讯讯员员 周周希希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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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生刘晓鹏： 文科生王雨童：

扎实认真好问问问

各科全面发展
本报记者 李楠楠 通讯员 周希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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