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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清华或北大的啥专业呢

高分考生幸福着，也烦恼着
本报6月26日讯(记者

李楠楠 ) 有这么一群
孩子：他们的高考分数都
在660分以上，与其他同学
相比，他们现在愁的，不是
该报哪个学校，而是该报
清华或北大的哪个专业。
他们就是各个高中的高分
考生。

26日，烟台各个高中
都陆续召开了高三学生家
长会，布置今年高考填报
志愿的注意事项和问题。

在烟台一高中的家长
会上，多位家长说：真不知
道该报哪个学校，没过一
本线的吧，要花心思选个
好的二本学校；过了一本
线的吧，更愁报哪个好大
学。“愁死个人！”

与此同时，该高中却
有这么一群孩子，他们愁
的，不是该报哪个学校，而
是该报清华或北大的哪个
专业。

这群孩子中，学习文

科的王雨童今年考了665

分，姜迪考了662分；学习
理科的刘晓鹏考了706分，
刘明祖考了7 0 5分，林彤
704分，慈媛703分，于佳明
699分，李翔698分。

早在成绩公布的第2

天，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
的招生办老师就和这几名
同学见了面，希望他们报
考各自的学校，并要求他
们保持联系、随时沟通。

这几位高考尖子生正
在考虑，该报清华或北大
的哪个专业。

“我个人比较喜欢清
华的经管类专业。”考生慈
媛说。“我们比较倾向于北
大的物理专业。”来自该校
高三三班的林彤和于佳明
两人有共同的志向。“我希
望报一个理学类专业。”考
了705分的刘明祖说。

“现在，我还没有想
好，是去清华还是北大。”
文科生王雨童说。 几名高考尖子生高兴地跳了起来。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烟台二中这俩高分考生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父母对他们都很宽松———

只要做完作业，爱咋玩就咋玩
本报记者 刘清源

杨阳当初是主动放
弃高校自主招生机会
的，他认为，那样不能自
由地选择专业，还是愿
意通过自身的努力，以
最普通的途径上大学。
目前他正在北大和复旦
之间选择要就读的大
学。

杨阳说，小时候，每
次都是晚上玩累了，快
睡觉了，母亲问他作业
写完了吗，他才会想起
来还有作业这回事。来
到二中后，老师们也告
诉他“学习并不是一件

死读书的事”。每天的大
课间杨阳都会和同学们
一起到操场上活动，“打
羽毛球、跑步、溜达走
圈”。

高三的时候，每个
周末，杨阳都是回家后
先睡2-3个小时后，再起
来玩游戏、看电影。杨阳
一般玩单机游戏，比如
极品飞车，他不喜欢太
耗费精力的网络游戏。
平时的户外运动，假期
和家人、朋友出去旅游、
见识新鲜的事物，也是
杨阳热衷的事情。

高考尖子生的出色，不仅体现在成绩
上，更体现在综合能力上。26日，记者采访了
烟台二中的两位高分考生，带你了解他们的
成长历程和成长故事。

杨阳说他最感激的
是父母给他的自由和信
任，杨阳的父母从来不会
给他施加学习的压力和
提出怎么样的要求。从小
也没有给杨阳做过作业
辅导，他们认为如果小学
课程家长还可以辅导，到
了初中辅导孩子就会力
不从心，“到了高中，孩子
形成依赖性，就不能自主
学习，影响并不好。”

他们告诉杨阳：“学
习是你自己的事，你自
己 做 主 ，父 母 无 法 帮
你。”所以，从小杨阳就
把学习当成自己的事，
并且成绩一直不错。

因为高中离家很近，
高三后杨阳每天晚上都
在学校上自习，回家看会
儿电视近11点的时候才
休息，也从未往家拿过一
次书。一次，杨阳的父母

问了一句，高三不开夜车
没关系吗？杨阳说没关
系，他的父母也没有再多
问，给了杨阳完全的信任
和自由。

杨阳曾听老师说过
一件事：一个周末一位家
长打电话给老师，说“老
师，孩子在玩电脑，已经
半个小时了，怎么办”？老
师说：“让他玩吧，他玩够
了就不玩了。”过了半个
小时，这个家长又打来电
话说：“孩子玩了1个小
时，终于不玩了。”

杨阳心里为之一
颤，1个小时够干什么的
呢？看个电影起码也要
一个半小时。

杨阳认为，家长们
有时候对孩子的要求太
高了，剥夺了很多孩子
成长的空间，多给孩子
些自由更重要。

喜欢“玩”，决不“死读书”

感谢父母给的自由和信任

理科生杨阳：701分

烟台二中理科考生杨阳，今年高考考
了701分(裸分)，其中语文133分、数学136分、
英语140分、理综234分、基本能力测试58分。

富有激情，做啥都很投入

理科生甘宜哲：676分

烟台二中理科考生甘宜哲，今年高考考
了676分(裸分)，其中语文126分、数学133分、英
语143分、理综219分、基本能力测试55分。

甘宜哲对烟台市民
来说，并不陌生，这位阳
光少年在今年春天因为
获得了烟台二中校长实
名推荐上北大而闻名。
获得“北京大学校长实
名推荐”的学生，只要通
过北大的面试，高考成
绩达到一本线，即可被
北大录取。甘宜哲在北
大自主招生面试中成绩
非常优异。现在这个成
绩，他上北大是无疑的。

在同学们眼中，甘
宜哲是一个完美主义
者，也是一个富有激情
的人，只要他决定去做
什么事，就会百分之百
投入去做，并且做好。

高一高二时，甘宜
哲是校园里的风云人

物。他上台演讲竞选，成
功当选学生会主席；在
2010年“海峡两岸高中
生辩论赛”中，他是辩论
队队长、“最佳辩手”；在
2011年“北京大学模拟
联合国大会”中，他获得
了“杰出代表”的称号；
在2011年4月份烟台二
中的校园开放日里，甘
宜哲策划了半年，成功
组织了“烟台市中学生
社团交流会”，无论是内
容还是整个过程，都达
到专业水准。

甘宜哲的父母都是
普通的工薪阶层，从来
不会给甘宜哲施加压
力。小时候，只要甘宜哲
做完了作业，爱怎么玩
就怎么玩。

不把学习当“功利”

高一高二时，甘宜哲
热衷于参加活动。甘宜哲
曾经因为组织“烟台市中
学生社团交流会”，期中
考试考到了班级的24名，
而在期末他又重新回到
了前几名。也因为做活
动，甘宜哲认识了许多老
师、同学，高三一开学，很
多老师都跟他说：“高三
了，加油!”

很多期待转变成责
任感，从高三起，甘宜哲
又全身心地投入到复习
中。为了准备北大自主
招生面试，在三四个月
的准备时间里，甘宜哲
阅读了大量的报纸。每
次课间，除了复习和预

习，甘宜哲还打开一份
《南方周末》认真阅读，
甚至做剪报。

甘宜哲曾经接触过
很多家长，他们在乎的
都是孩子在学校里是怎
样学习的，能够取得怎
样的成绩。甘宜哲认为，
这样的观点都太功利化
了，他引用了他的老师
曾经说过的话：“学习是
一种能力，做好其他的
事也是一种能力，其他
的做不好只是学习好，
是不完整的。”甘宜哲建
议家长和学生对待学习
不要太功利化，因为成
长的过程是综合因素的
集合体。

甘宜哲(左)和杨阳(右)合影。 刘清源 摄


	J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