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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竞赛和高考两手抓
暑假比上学还忙

杭州学军中学新高三学生小沈，是学校

化学竞赛团队的一员。小伙子的高中各科成

绩都不错，去年 9 月参加第 30 届中国化学奥

林匹克化学竞赛，获得二等奖，典型的学霸一

枚。

然而暑假过了快一半，他还没在家歇过

一天，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钱

报记者联系上他时，他正坐在清华大学的教

室里听课。“因为我报名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暑

期学校。”沈同学解释说。事实上，他报名参

加的暑期培训不止这一个。在此之前，他已

在北京待了10来天，先在北大暑期课堂听理

论课、参加实验培训；下个月还准备去南京待

一周，参加化学竞赛的理论解题培训。

“那中途还回家吗？”钱报记者问。“回的，

不过日程排得很满，估计在家完整地待不了

几天。”沈同学说，“一是为了高考，参加北大

清华的暑期学校，是为自主招生做准备；二是

为了参加 8 月底的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赛，

希望有新突破。”

根据他的口述，钱报记者整理出了一份

学霸的暑假日程安排表。看完后，真心觉得

学霸不易，要有实力，也要够努力：

7 月 4 日至 14 日，到校听化学竞赛教练

讲解例题、做练习题；

7 月 15 日至 22 日，前往北京，参加北大

暑期课堂；

7月23日至30日，参加清华暑期学校；

7 月 31 日至 8 月 9 日，回杭，返校继续参

加竞赛集训；

8 月 10 日至 16 日，前往南京，参加化学

竞赛培训；

8 月 17 日至 26 日，回杭，返校继续参加

竞赛集训；

8 月 27 日，参加全国奥林匹克化学竞

赛；

⋯⋯

这份满满当当的日程表，还没有包括沈

同学大量的自学安排：“我的 3 门选考科目

中，生物、化学都拿了满分，下学期想再冲一

下物理满分，而且还要准备英语考试，所以只

能在参加各项培训时，每天‘挤’点时间出来

复习。”

他之前在北大上课时，每天都要做化学

实验，不过下午和晚上可以抽点时间复习。

最近到了清华，日程安排更紧凑了，有时上午

的讲座结束得晚了，下午还有课，午饭都只能

匆匆扒两口，要等晚上日程结束后才有时间

复习。

“等清华暑期学校结束，我基本就要开始

准备 8 月 27 日的化学竞赛了。物理选考和

英语考试，只能在准备竞赛的间隙再复习一

下，比如化学竞赛学累了，就背背英语单词，

翻一翻物理笔记本来调节一下。”沈同学补充

说。

竞赛、高考两手抓，学霸过暑假，比上学

还要忙。但在采访过程中，沈同学一直很淡

定：“从高一选定化学竞赛这条路起，我的暑

假一直排得满满的，已经习惯了。”

既然这么辛苦，当初为何选择参加竞

赛？沈同学坦言：“在高一学有余力的状态

下，想用竞赛为自己铺另一条路的想法固然

有；但通过竞赛‘见识更大的世界’，才是支撑

自己在竞赛道路上坚持下去的原因。在化学

竞赛赛场上，能见识到来自全国的各路化学

人才，而且在竞赛学习过程中，有许多问题是

依靠我们自己的讨论而得出解题思路的，培

养了我的学习能力，也是我坚持竞赛的动

力。”

暑校和竞赛两头忙
还得应付自主招生

忙，是学霸们的普遍状态。像参加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赛的一群浙江高中

生，上周在绍兴拿完奖，本周又赶赴北京参加

比赛，马不停蹄，不要说暑假了，连接受采访

的时间都没有。

其实，也不止浙江，全国各地的学霸都没

有暑假。小沈在清华上课时，认识了来自安

徽无为中学的小高，因为经历相仿，两人蛮聊

得来的。钱报记者趁机采访了这位安徽学

霸。

暑假期间，小高一直保持高强度的学习

模式，除了参加清华的暑校，还准备参加8月

底的物理竞赛。

“竞赛训练不仅要靠校内老师的辅导，还

有大量的预习和复习要自己搞定，对自主学

习能力的要求还是很高的。”小高说，“像这个

暑假的竞赛训练，每天上午，老师会为我们上

三小时的课程，下午三到四小时留给我们自

习，不懂可以问老师或者相互交流。。”

按高同学的说法，这次来参加清华暑期

学校，是从准备物理竞赛的过程中挤出来的

时间，每天除了听大学老师上课，参加各种活

动，还要抽时间复习竞赛的内容，所以近日的

学习强度比平时上课还大。

“那天听读清华暑校的另一位竞赛生在

算学习用品的损耗——在准备竞赛阶段，他

不到一个月，就用光了 17 支笔芯，写完了 4

本笔记本，每天做 1~1.5 张试卷⋯⋯我自己

还没算过，应该差不多。”小高告诉钱报记者，

“对即将读高三的我来说，8 月底的物理竞

赛，是争取清华自主招生名额的最后机会，肯

定要卯足劲拼一把。另外，这次参加清华夏

校，体验大学课堂，真切感受到名校魅力。”

陈钧，是今年国际化学奥赛金牌选手林

欢的教练，他告诉钱报记者：“谈到竞赛，应该

没人比我们更清楚，要想站在巅峰，学生需要

付出多少努力。从选择竞赛那一刻起，寒暑

假就都没有了。能够赢得清华北大青睐，不

仅是凭他们的出类拔萃学习能力，还有超乎

常人的毅力。”

在接受钱报记者采访时，陈老师刚刚歇

下来。之前一周他和二中另外几位竞赛教

练，在给新高一实验班的学生上竞赛启蒙课，

预备再挑几个好苗子。刚从杭州文澜中学毕

业的学霸小吴就是其中之一，刚从中考的战

场上拼杀完，没来得及多休息两天，又站在了

高中学科竞赛的起点。“一堂课要一个半小

时，强度大不说，还有难度，中考完全不能

比。”这个大男孩告诉钱报记者，“苦肯定是苦

的，但也有乐趣，搞定难题的感觉，真的很

爽。”

这个暑假，我们不出意料地被各种学霸

故事刷屏。作为“学霸收集器”的顶尖高校，

北大、清华今年在浙江不仅录取了一批新高

考的超高分考生，包括最高分得主来自诸暨

中学的王雷捷，也让一群不走寻常路的天才

少年进入大家视野。

比如，来自绍兴一中的叶珈宁，凭借在信

息学奥赛的出色表现，获得保送资格，没参加

高考就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而且 3 年前

北大就已和他签约，表示愿意降 200 分录

取。

还有来自杭州高级中学的俞舒扬，既是

第六届鲁迅青少年文学奖一等奖得主，又是

理科实验班的高材生，文理兼修，清华在高考

前就向他抛出了“高考成绩在一段线上60分

即可录取”的优惠降分认定。

像这样的学霸，是如何炼成的？网上盛

传“不怕同桌是学霸，就怕学霸过暑假”，钱报

记者本周采访了几位学霸的暑假生活，得出

的结论却是：学霸们压根没有暑假。

牛娃们是怎么过暑假的？不是在学习，就是在去学习的路上

暑假没过半，用掉了17支笔芯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杨希林

暑假

？无假

！

一 位 高 三 学

生 在 网 上 晒

出的图

（上图）一年

用掉的笔芯。

（下图）暑假

的学习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