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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本报记者 徐洁

70后的中产家庭

不再将国内的应

试教育视作唯一

的砝码，当然，中

间还夹杂着对现

实社会的焦虑。

孩 子 们 最 近

的 一 次 相 聚

还是在去年。

（校方供图）

一个孩子的升学路，如

果从小升初那年算起，经历

中考、高考，直到大学毕业，

刚好是十年。

2014 年六一节，我们

走近了杭州学军小学六（1）

班的同学，然后一路陪伴，记

录下他们的升学轨迹和初中

生活。

若以十年为期，今年正

好走过一半，是第5个年头。

当时班上的47个孩子，

大部分在去年升上高中，今

年下半年就要读高二了。此

时再看，这些孩子们未来各

自的路径，在这一刻越来越

明晰。

本报连续5年，追踪杭州学军小学2014届六（1）班

相聚和分离，都是他们的人生课

经历不同，却坐进同一间教室
从学军小学启程，起点不低。

很多家长在得知别人家的孩子在学军小学读书时，往往

会很羡艳。进了学军小学，就能直升十三中，两所都是口碑在

外的好学校。那一带的学区房，几乎是杭州市区范围内平均

单价最贵的。

当初班上47位同学，28人选择直升十三中，18人考入民

办初中，1人进入杭外。

但就像发往不同轨迹的射线，有时又会在某一点重新交

汇。比如，王修远和张道涵，一个初中在十三中，一个在文澜

中学，去年中考以3分之差双双考进了杭二中，又被分在同一

个竞赛班。“但我俩主攻的方向不一样，我擅长化学，他擅长物

理。”王修远说。他把和记者采访的时间约在晚上 9 点，那会

儿刚下了晚自习回到家。为了方便孩子上下学，两家人不约

而同卖掉了学区房，把家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滨江。

前不久，王修远刚入选了旨在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

的 2018 浙江省英才计划。其实小王的知识面和创新力在小

学时就很出众，同学们都喊他“小博士”。小王的父母都是实

打实的真博士，一个在大学当老师，一个是企业高管。

家庭经济环境宽松，孩子的视野开阔，自我意识也更强

烈。去年初中毕业，小王本可以保送杭四中。他放弃了，坚持

要自己考。对此他说得轻描淡写：“就随便试试呗。”可就这一

试，中考总分 572 分，科学和数学均为满分。王妈妈知道，儿

子憋着一股劲呢，“小升初时其实也申请过民办初中，自主招

生没录取。初二以后，他开始能够客观评价自己和别人的差

距，知道要往哪儿努力了。”

还有一种相逢，是缘于保送。比如有的孩子在民办三年，

高手多，跟得累，最后保送上杭高钱江分校，他在十三中的老

同学，综合排名100多，也保送进了同一所高中。前者的妈妈

感叹：“当初如果没有选择去民办，孩子或许能轻松点。”

但不论以何种方式交汇，再一次站在升学路口，六（1）班

孩子交出的成绩单还是亮眼的：

最终通过中考和保送进了前三（杭二、学军、杭高）的有8人

（其中杭二中就有6人），进了传统前八的有16人，另外再算上萧

山、余杭、富阳、临安的学校和几所重高分校，入学比例达70%。

对于爱好，父母和孩子间微妙的博弈
如果说，以上是传统的升学路径，也有一些同学选择了另外

一条路——艺术特长生。只不过，是把特长作为兴趣爱好，还是

作为未来专业方向去深耕，孩子和家长也经历过长期的博弈。

考上美院附中的陈玥儿，在她妈妈3年来的朋友圈里，就

藏着微妙的心态变化：

2014 年 9 月：女儿设计的班旗将在校运动会入场式中飘

扬，期待——看到女儿的特长能为班级发光发热，妈妈是自豪

的。

2015年4月：把小妞的书柜封了，书包里还没收出一堆豆

腐干小画，不知道是哪节课的作品——看到课本、笔记本的空

白处都成了女儿的创作空间，妈妈焦虑了：这孩子一定没有好

好听课。

2017 年 1 月：三个半月的专业培训，每天往返转塘接送。

女儿哀叹，原来画画也是体力活。我说，你自己选的路，跪着也

要走完——女儿决定考美院附中，可当生活调味变成未来谋生

之本，妈妈又开始担心孩子能不能沉得下心、吃得起苦。

2018 年 5 月：女儿沉迷网上写文画画，苦口婆心教导一

番，答应戒网一个月，结果，又在练习本下发现了所谓收心后

的创作——读了附中，总要争取上美院吧，家长这样想。

可玥儿不是这么想：“如今的社会，可能性很多，”这个个

头已经超过一米七的大姑娘，每句话都要以“我们艺术生”为

前缀，“外界难免对艺术生有些看法，文化课不行，才另辟蹊

径。但我现在身边全是特长生，原来的特色也不明显了。可

我是真的热爱啊，不然谁受得了一天画8小时的苦。”

从小就爱跳舞的傅欣玥，作为舞蹈特长生被杭师附中录

取。当时在她面前，还有一张offer，是浙音附中。

“去浙音附中，欣玥的文化课有优势，但注定要走艺术生的

路了；去杭师附中，加上平时的比赛、演出多，再和普通考生一

起竞争考综合类大学，就会比较吃力。”欣玥妈妈为此纠结了好

一阵。结果很富有戏剧性，由于去年是浙音附中第一年招生，

不能走提前批，小姑娘中考发力过猛，直接被杭师附中录取

了。傅欣玥倒觉得这样挺好：“两年后，我还能再多一个选择。”

关于远方，父母和孩子各有期待
还有一些孩子，即将面临和家庭的别离。

47 个孩子中，6 人正就读于不同的国际班。加上小学就

随父母移民的小温，和在初中阶段就出国的3人，两年后的此

时，原来的六（1）班将至少有10位同学散落在天涯。

其实早在 5 年前，记者第一次走进六（1）班的教室，就和

孩子们聊起过出国留学的话题。超过一半的小手举了起来，

表示父母已经有意无意地和他们讨论过这个话题。

如今的情况又不一样了，中学生成为了出国的主力。一

到暑假，北上广到纽约悉尼伦敦的航班上经常能看到一群群

中国孩子，欧美各大名校里挤满了来自中国的游学团。

考上杭外剑桥班的孙羽彤，把微信头像换成了“赫敏”，原

来最近她正在读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目标是去英国留

学。而这些年，她去过的国家已经不下10个。

“足球小子”金汉城，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他“3 分钟踢进 3

个球”的彪悍传说。他小学时就去英国踢过交流赛，还见过贝

克汉姆。他的父母早就打算好，以后一定要送孩子出国，所以

去年初中毕业，小金就直接申请美高了。

70 后的中产家庭不再将国内的应试教育视作唯一的砝

码，当然，中间还夹杂着对现实社会的焦虑——为了向分数告

别，向单一成功标准告别，向让人纠结的环境告别。

“我一同事，为了送孩子留学，卖掉了一套房。结果孩子

在国外还不适应，只能夫妻一方辞掉工作去陪读。”一位妈妈

已经开始担心，真到天各一方，孩子能不能适应，自己又能不

能适应。另一位爸爸则说，“虽然家里早就备好留学资金，还

是会有很大压力。这期间家庭不能有太大变故，有场大病或

是意外之类的就麻烦了。”

这几乎是当下大部分留学家庭的现实：通过家庭内部的

资金周转获得子女的教育资金，子女出国后还得尽力维持现

有收入，同时渴望子女成功，能够在异国取得光明的前景。

在采访中记者也发现，这一代00后们，并没有被太多成人

世界的投射所影响。“有时候我发牢骚，反过来还是女儿安慰

我，凡事往好里想，办法总比困难多。”孙羽彤妈妈说。

羽彤也告诉记者，因为要出国，会特别关注国家大事和国

际热点。

他们，是国际化的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