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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中中三三名名学学子子被被香香港港大大学学录录取取
三位“学霸”分享港大面试经验和成长心得，提升综合素质是关键

本报7月2日讯(记者 张晶)
5日本科一批开始填报志愿，

近日不少学生和家长通过各种
方式向本报咨询志愿填报，问题
多集中在通过分数及排名来选
择学校、专业等方面，本报综合
多位教育学者、专家的意见，为
家长考生在做出选择时提供有
效参考。

“我孩子考了593，理科，看
报什么样的学校比较合适呢？”
最 近 不 少 学 生 和 家 长 通 过 短

信、电话、QQ等各种方式向本
报咨询填报志愿问题，问题集
中在一起发现，多数家长和考
生普遍存在的疑问在于过了一
本线，但是分数不高，不知道该
何去何从。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
文介绍，211或985高校转专业的
机会很高，50%的学生想转专业
都能如愿，而且学生上大学之后
不需要等一年，大多数学生在一
进去就开始着手转专业。

如果学生考虑到确实不适
合现学专业，只要愿学，愿转，
都可以转过去，“每个科目都
能及格，复合要求，觉得确实
不适合本专业的，都可以申请
转专业。”清华大学招办刘老
师说。

既然不能“一步到位”，那么
就要有所取舍，如果不考虑学生
个人兴趣问题，可以优先选择211

重点院校，选定学校，然后进入
大学之后，再着手下一步。

陈志文认为，成绩理想的学
生，可以先选学校，但是如果孩
子达不到重点分数线，最好先选
专业，然后再结合分数和地域，
尽量能到大城市读大学，因为平
台很重要，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一
定比小城市的教育资源要丰富
充足。

记者从不少教育学者角度
了解到，很多人对选地域很有看
法，既然学生的分数上名校不占
优势，又不要尽量往这一方“硬

靠”，可以先让学生选个发展前
景较好的城市，多开阔视野，增
长见识。

不过，有时候省外高校的
招 生 计 划 要 比 省 内 高 校 的 招
生计划要少一些，因此这里还
有 个 风 险 问 题 ，因 此 家 长 还
要 有 针 对 风 险 问 题 的 考 虑 ，
不 过 无 论 怎 样 ，家 长 都 应 该
在选专业的时候，注意寻找考
生的兴趣点，从而充分挖掘他
们的潜力。

高高考考一一本本志志愿愿，，77月月55日日开开始始填填报报
专家建议，报志愿要懂得取舍，可先保学校，再考虑专业

近日，烟台二中3位考生拿到了香港大学的电子录取通知书。在世界大学的排名上，香港大学历年的排名都要高于清华大学和北京
大学。三位同学被香港大学录取，除了优异的高考成绩，还有非常优秀的个人综合素质，对于内地的考生来说，或许有有另一种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刘清源

不要过分地定一些太遥远
而伟大的目标，要脚踏实地，给
自己制订一些容易执行的短期
目标。

记住我们没有过去，没有
将来，只有现在。

当学霸固然重要，但不要
一味刷题。每天固定时间看点
新闻，多看书，开拓视野。多练
口语，才能表达准确想法。

冯佳卉选择港大是因为
在港大会有国际化的视野，更
多地感受不同的文化。正如她
当初选择二中，她喜欢自由的
学习氛围。港大的学习相对内
地的大学比较自由。

在准备港大的面试期间，
冯佳卉会多看一些新闻，关注
时政类问题，看英语的报纸
(china daily)。去面试前一周搜
了历年的面试题自己说着练

一下，对同一个问题多角度思
考，按照是什么、为什么、怎么
做的思路。

冯佳卉本来以为自己英
语还不错，面试的时候发现大
家口语都很棒，她瞬间从学霸
变成学渣，但其实口语多么流
利不是特别重要，观点以及有
力的论证才是最重要的。

能够顺利被港大录取，
冯佳卉认为对自己帮助最大

的是高二的时候参加的辩论
赛。以前没参加过辩论之类
的活动，而且担心耽误学习，
但是班主任鼓励她参加，练
得大气一点。经过辩论赛之
后，学会了对待任何问题都
辩证地分析，学会了对一些
问题有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
到的见解，也让自己能够在
大的场合不怯场，自信地表
达观点。

贺洋曾经考虑过出国，放
弃的原因是同时学习中美两
国的高中课程带来的压力与
风险。港大既可以通过高考录
取，也能享受到国际教育，加
上港大教育注重学生成长和
品质培养，专业灵活，学费与
出国留学相比也相对较低。并
且港大的翻译专业也是香港
最佳，全英文授课，专业上有
优势，比较适合她。

贺洋建议面试前一天去
踩一下点，要避免练习过度失
声，不要让人看出刻意准备
了。自我介绍一定要避免30秒
说不完的情况 ,这样很让人尴
尬，说的少一点不要紧。如果

英语说得磕磕巴巴，这个问题
一定要克服。面试千万别紧
张，只要找到侃大山的状态就
好，充足的准备会增加自信。

小组讨论，要争取做到论
点清晰、论证有力，用流畅的
英语打动教授们。面试结束,记
得把凳子放回原处，最后一个
要关门。面试中的老师无意为
难，作为竞争对手的同学们也
很友好，展示自己真实的一面
就好。

贺洋报的是翻译专业 ,将
来准备从事同声传译的工作。
她打算在大学期间多学几门
外语 ,如果可能的话还可以考
虑双学位 ,不过如果太忙还是

要保住本学位。
高中三年，贺洋觉得她逐

渐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完成作业之后，她大多
数时间都待在教室，尝试不同
的学习方法，或者试用不同的
参考书、不同的训练方案。三
年里，她从懵懂变得能够找出
自己的强弱项并制订训练计
划，合理安排时间，调节大考
心态，生活张弛有度。她认为
二中没有大堆的书本习题，而
是培养出可以受益终身的能
力。贺洋告诉记者，一名优秀
的二中学生一定是一个有思
想、有能力、能自主学习的成
熟的人。

对于王海澄来说，三年前
进入二中高中部时，香港大学
的确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因为港大的极高的要求是三
年前的他不可企及的，是二中
引导他探索更适合自己发展
的路途。

港大面试，王海澄准备的
并不多，他认为面试考的就是
个人的素养，刻意的训练也许
是有价值的，但绝不可能产生
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于港大的小组面试，王
海澄真觉得自己并不是最好
的，只是积极参与，敢表达自
己观点。港大的教授强调一
点：“我们不看重你的结果，更
注重你解题的过程，我们现在

的教育可能少了一些轻视结
果看重过程的勇气吧。”聊天
时，王海澄问了教授一个问
题：“你怎么看待内地学生？”
教授先赞扬了内地学生的学
习刻苦成绩优秀，但问题是内
地学生很少做社会活动，很少
去服务社区，她更希望学生们
都是能够将学业与社会活动
平衡好的人才。这一点给王海
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王海澄始终觉得，大学也
许有高低，但个人奋斗无边界
地域之分，只要肯努力没有阻
挡自己前进的力量。

王海澄的录取专业是他报
的第一志愿——— 工学院(剑桥
计划)，将来可能选电子工程相

关的专业。对于职业规划，他觉
得也许先到一个有实力的公司
磨练五六年再自己创业或许是
个不错的选择。在二中三年，王
海澄最大的收获是一种归属
感。王海澄说：“我们是二中人，
我们走出去就是最棒的，这是
二中人的品性，更需要一代又
一代二中人的践行与弘扬。”

关于内生的自信心，王海
澄认为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
一个是日常磨练的结果，还有
一个是朋友们的帮助与鼓励。
高一时候参加辩论队训练 ,高
二管理学习部，还有不少的学
校集体活动。这些让他发现，
自己原来还有那么多东西，不
是除了课本一无所有。

冯佳卉 文科672分

香港大学工商管理专业

口语流利不是特别重要

观点论证有力才最关键

不要让人看出刻意准备了

面试结束把凳子放回原处 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这
不仅是提升成绩的一个方法，也是
一个成长的过程。要做到这一点就
要真正了解自己的特点。

要平静地对待任何波折，只关心
一件事：你的学习任务是不是做好了，
如果没有，补救计划是不是做好了。

花大力气改掉自己的坏毛病，
越早越好，要防止旧病复发。

在紧张的学习生活中，一定要
有一种力量，支撑你走下去。

如果你不擅长制订学习计划，
赶紧开始练习，计划表让你知道现
在该干什么，什么最重要。

贺洋 理科686分

香港大学翻译专业

大学有高低 个人奋斗无边界

年轻是资本 人生历练到处有

王海澄 理科686分

香港大学工学院

年轻真的就是资本，不
要在高一还想着贪玩、高二
还觉得离高考还远，你可以
发奋学习，也可以多拓展，因
人而异。只要注重过程，看淡
结果。人生历练到处都有，不
患得患失，看重过程中自己
的进步，也许真的就能做到
最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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