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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江浙人信奉耕读传承，所以在全国，浙江

学生在比较会读书的方阵里。浙江每年往全

国高校输送了一大批顶尖学生，其中一小撮

的学生是通过奥赛获得升学通道的。

此前，教育部通过阳光高考信息公开平

台公示的 2018 年保送生名单中，凭借“学科

奥赛国家集训队员”拿到保送生资格的全国

200 多位高三学生中，浙江就有 31 人，比去

年增加 2 人。他们是浙江的奥赛冠军，有的

甚至拿到了国际奥赛金牌。

浙江一共走出了多少奥赛冠军？他们如

今都在干什么？这个数据很难统计，但是本

报记者采访了多位省内金牌奥赛教练后发

现，8 成以上学生在国外，他们或者还在大学

里深造，或者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者找了一

份挺不错的工作，而低调、不张扬，成了他们

的标签。

记者接到采访任务起，就开始在浙江的

一些知名高中找寻曾经的奥赛冠军，希望能

采访到几个。本以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

过程有些曲折。

杭二中是浙江的老牌名校，每年的奥赛

成绩有目共睹。学校的一位老师帮记者找寻

后反馈道：“这些学生基本都在搞科研，许多

在国外，联系比较困难。”据这位老师介绍，学

生们大多很低调，他们在国外的科研都处于

投入阶段，大部分没有到开花结果的时间，

“他们可能都想等有了比较好的研究成果，再

向母校报喜。”

镇海中学的数学老师沈虎跃，早在2006

年就是全国高中数学联赛的优秀辅导教师

了。他向记者透露，自己从事数学奥赛辅导

差不多近 20 年，带出了近百名学生，其中也

有获得国际金牌的学生。“据我了解，绝大部

分学生都在国外，我们平时联系也不多，他们

会在逢年过节问候我一下，平时都挺忙的，我

也不喜欢打扰他们。”

杭州学军中学的特级教师、中国数学奥

林匹克高级教练边红平老师告诉记者，他从

教 30 年，一轮一轮带奥赛学生下来，起码带

出了500名学生。“他们基本在美国、法国，有

研究数学的，有在硅谷工作的，现在正是他们

研究和创业的起步阶段，很低调的，不愿张

扬，不希望被打扰。”

学军中学的信息学奥赛金牌教练徐先友

帮记者联系上了两位学生，他们都拿过信息学

奥赛的国际金牌。徐老师说，他在学军耕耘

15 年，获得全国联赛一等奖的学生就有 259

人次，“目前大多数学生在国外。”而他印象最

深刻的是，学军中学2016届毕业生金策，获得

过世界数独冠军和信息学世界冠军，目前在清

华大学读书，师从图伦奖得者姚期智先生，“这

个学生是双冠军，真是几十年才碰到一次”。

浙江省那些奥赛冠军去哪儿了？本报记者去省内重点高中采访发现

八成以上去国外深造
科研和创业是首选职业

曾经的奥赛冠军去哪儿了

2012年，杭州学军中学的信息学奥赛取

得大丰收，高三学生李超代表中国队在第 24

届国际信息学奥赛上获得金牌。

6 年过去了，李超现在成为了一名计算

机工程师。

联系上李超时，这个曾经有点小腼腆的男生

在电话里话不多，但透着诚恳。他告诉记者，自

己从学军中学毕业后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计算机

专业，大学毕业后没有继续深造，而是先就业了。

“我如今在北京的谷歌公司已经工作一

年多了，具体在做系统测试的工作。”李超说，

“当时就想先工作一段时间，积累一定的工作

经验后再确定今后深造的方向。”

他现在是公司中的一名普通工程师，他

挺喜欢现在的这份工作。大学毕业时，他找

工作还是相当轻松的，就投了这么一份简历，

然后就被录取了。

当年他拿到国际金牌时，就有人开始说

他是“天才”，他一直不认同这种说法。李超

觉得，在工作中还是需要不断学习，才能跟上

科技进步的脚步。

从下个月起，李超就要被调往美国谷歌

总部工作了，他说这次去美国是长期的，他已

经做好了迎接新环境挑战准备。

李超 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获得者 目前是一位普通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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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建伟

在徐先友老师眼中，曾经的学生徐寅展

是一个顶级高手，他非常看好这个学生，认为

他立志成为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一定会实

现。

徐寅展是2015年从学军中学毕业的，他

在 2014 年的国际信息学奥赛上不仅勇夺冠

军，而且还拿了满分。这是 30 多年来，中国

首次以满分获得冠军的参赛者。比赛结束

后，他收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的录

取通知书。

徐寅展如今在麻省理工学院读大三，学

的是计算机专业。回忆高中时选择信息学奥

赛，他对记者说：“我算是被徐老师招到学军

中学的。初一时，信息学竞赛组的老师在招

学生，我就去参加了，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

留了下来。”

加入信息学竞赛组后，徐寅展就表现出

了强烈的兴趣，所以学起来也不觉得苦。然

后就一路沿着这条轨迹走了下来，一直到出

国学习。“我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想从事计

算机方面的科研，这个决定当然与高中时参

加奥赛有关。”

徐老师现在还记得一件事，徐寅展获得

国际金牌后的大半年，收到了很多公司的实

习邀请，他完全可以在半年时间内赚一二十

万的薪金。但当时正值学军中学筹备全国青

少年信息学奥林匹克冬令营，徐寅展拒绝了

所有公司的邀约，协助徐老师一起给学弟学

妹提供辅导。“他的这种品质，是做好科研工

作必不可少的。”

徐寅展 国际信息学奥赛金牌获得者 目前在麻省理工读计算机

我的想法挺简单的，就是想从事科研

A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