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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直到高考前一周，当王爸爸问起儿

子的复习情况时，正在长沙备赛的

王哲答复还是“书都没带，不复习

了”。

本报记者 詹丽华 见习记者 俞任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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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考上中科

大少年班的两

位浙江学子王

哲（左）和张浩

然。

前不久，13岁女孩陈舒音考上浙江大学

的新闻，让超常教育的争议再起。

9 月 15 日 ，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大 学 发 布

2018 年少年班招生办法，面向全国招收

2002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优秀高二

（含）以下学生。

而在今年的招生中，有两名浙江籍新生，

王哲和张浩然。

中科大的少年班肇始于 1978 年，到今

年已是第四十一期。

中科大对少年班历来低调，而这也使得

少年班在外人眼中愈显神秘。

钱报记者走近中科大少年班的两位浙江

学子，回溯他们的学习经历，还原争议背后真

实的求学路。

未成年的他们是否能够适应大学生活？

旁人口中的“天才”，在同学、师长、父母眼中

又是怎样的少年？

两名浙江学子，考上今年的中科大少年班，钱报记者探访他们的求学之路

一个数学曾考70分，班主任说“我见过太多天才，他不算是”；一个平时爱看美剧

考上中科大少年班的，都是神童吗

家长：真的是凑巧了
儿子考进了少年班，王哲的父亲却显得有些不好

意思，连连说：“凑巧，真的是凑巧。”

他说“凑巧”，是因为儿子提前一年上幼儿园，年

龄刚好符合少年班的录取门槛。

此后王哲的求学路几乎是按部就班，既没有跳

级，也没有展露特别的天分。“他从小学到初中，别的

家长都要求小孩考100分，我觉得差不多就行了。”王

爸爸说他对儿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快乐成长，享受童

年”，所以上补习班这样的安排从未出现在王哲的学

习里。为此，王哲还曾经吐槽过父亲的“放养政策”。

那年王哲刚转入温州育英国际实验学校小学部，

第一次数学考试，王哲破天荒地考了 70 分。“回家后

眼泪汪汪，说他这辈子都没考过这么低的分数。”即使

升入初中，王哲的成绩大多数时候徘徊在班级 20 名

上下，王爸爸笑说，“他还埋怨过我，说‘爸，你不给我

报补习班是不是为了省钱’。”

父母从未想过王哲会考上中科大少年班，事实

上，直到高二开学前，王爸爸对中科大少年班的认识

几乎是零。甚至报名后，王爸爸也未将这事放在心

上。不止王爸爸，当时正忙于物理竞赛的王哲对此也

没有很上心。直到高考前一周，当王爸爸问起儿子的

复习情况时，正在长沙备赛的王哲答复还是“书都没

带，不复习了”。

未曾想，就是这么一个 6 月 3 日才开始准备高考

的学生，最终杀入了全浙江仅有2人入围的中科大少

年班复试。

“你们跟黄老师谈谈吧。”王爸爸建议钱江晚报记者

去见见王哲的班主任黄强，“黄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

班主任：我见过太多天才，他不算是
温 州 育 英 国 际 实 验 学 校 的 宣 传 栏 里 张 贴 着

“2017年高考金榜”，高二八班有三名学生提前上榜，

王哲在中科大少年班，胡杰和罗晨在中科大创新班。

“一眼看过去气色最好的三个就是他们。”班主任

黄强开玩笑说，有没有经历高三一年的“折磨”，“看脸

就知道了。”

“当时奥赛刚结束，准备了一年却铩羽而归，学考时

间又紧迫，兵临城下。”黄强回忆说，他带的是竞赛班，

“我们准备了很久却抱憾而归，学生的情绪难免沮丧。”

中科大少年班就在那样的情况下被黄强推荐给

他的学生们。“少年班的录取条件很严苛，我鼓励王哲

他们，既然年龄符合，为什么不去试试？考上了，去不

去到时再说嘛。给自己多一个选择有什么不好呢？”

最终班里有 14 名同学报名中科大少年班招生，经过

两轮考试后，有三人被录取，其中两人去了创新班。

从初中时的班级前 20，到高二考上中科大少年

班，王哲算是“天才”学生吗？

“我见过太多天才，他不算是。”到温州育英任教

前，黄强是河北衡水中学教师，全国知名中学，长期包

揽河北省文理科高考前十的学校，他有底气说“见过

太多天才”。在他看来，天才往往无师自通、举一反

三，大多数学生都不是“天才”，但这并不重要，“少年

班是条‘蹊径’，并非是‘天才之路’，至少我是这么看

的。”事实上，黄强认为少年班恰巧适合不那么天才的

学生，“现在和当年不一样，天才学生有太多选择，反

而是那些‘陪跑’生，如果刚好他又足够努力、自律且

有自我想法，不如去试试少年班。”他欣赏王哲，喜欢

胡杰和罗晨，不是因为所谓“天才”，反而是因为他们

都有一颗平常心，“心态特别好。”

与王哲的情况相似，在兰溪一中，张浩然的成绩

也不是最好的。“但他心理素质好，不关注每次考试

‘一城一地的得失’。”张浩然在兰溪一中的班主任李

洪增如此评价学生，“学习累了，他会给自己减压，出

去打打羽毛球、看看美剧，即使到最后的冲刺阶段，每

次周末回家，都要看美剧。”

张浩然不仅考取了中科大创新班，随后又以浙江

省“状元”的成绩，收到了中科大少年班的录取通知

书。两份入学书接踵而至，张浩然没有放飞自我，而

是继续上课，还参加了学校的期末考试。“这是我在兰

溪一中的最后一个学期，我要完成这最后一步。”

李老师笑言张浩然是“办公室常客”，有时候上完

课回去，老远就能看到等候多时的张浩然。“他问题意

识很强，常常就一道题，能引申出好几个问题。”在李老

师看来，张浩然最大的长处是自觉。考上少年班之后，

还没正式报到，“他已经开始储备大学英语词汇了。”

自己：提前一年入学，没什么不好
“他（王哲）走之前跟我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哥

先走了，你们继续加油’！”王哲的高中同学徐良泽说

起这件事就想笑，因为这位“哥”实际上刚满15周岁，

比同班同学都小。

“我可没这么说啊。”中科大少年班新生正式开学

前的最后一个周末，钱江晚报记者见到了王哲，刚刚

结束军训的他比两个月前登上“金榜”时略黑了一些，

并没有想象中的稚气，说起高中同学之间的玩笑话，

他说话不紧不慢。

若按部就班，这个时候他应该跟同班同学一起念

高三，如今却比大多数同学早一年开始大学生活。谈

到这样的变化，王哲很平静：“从小学就开始住校，习

惯了，没什么特别。”他一边说，一边领着记者去他刚

在自习的新图书馆转转。课程还没开始，他已经基本

适应了大学的学习节奏。“要说不同，大概就是现在的

住宿条件还不如以前吧。”宿舍没独立卫浴，也没

WiFi，这跟王哲想象中有些不一样。“但这不重要，反

正可以来图书馆。”

他开始融入校园社交生活，想要加入学校的动漫

社。“不过我太小白了，他们讨论的都很专业。”这个旁

人眼中的“学霸”，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动漫粉”。

话题转到了王哲的求学选择上。“少年班并不是我

的第一选择，相比之下更想去北大。”王哲回答得毫不犹

豫，最终选择了少年班，在他看来，一是少年班大一不分

科，有选择余地；最重要的一点，是可以提前一年入学。

时间，对他来说无疑是重要的。在谈话时，王哲

最常做的动作，就是微微抬起手腕看手表。他从高中

就一直保持的作息时间：每天早上 6 点 20 分起床，晚

上 10 点半睡觉，午休半小时。至今不变。跟记者聊

完，他转身回了图书馆，继续被打断的自习。

张浩然跟王哲成了室友，两个人都喜欢物理专

业。在他们宿舍楼下，玻璃大门的门楣上贴着六个大

字：少年强，中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