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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高考

记者整理了一下最近十余年追过的那些高分考生，一个

个电话打过去，这些曾经的骄子，有的还在求学，有的已经工

作，还有些结婚生子。

曾经无比璀璨，终究要归于寻常。

从 2005 年到 2012 年，杭州中考最高分全部是女生。她

们后来基本都考上名校，有了一个可以预见的不错的前途。

这些孩子，其实大多数都乐意向别人分享这些年的经历。

2010 年杭州中考最高分李英子，现在在同济大学读研，

学的是“建筑学遗产保护与再生”。她中考后进了杭二中的竞

赛班，同学都是学霸中的学霸。“高中时我在班里属于普通学

生。”英子笑着说。她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不适合搞竞赛，就

没在这方面花心思。

她说，无论是中考还是高考都已是过去式，“我很满意自

己现在学的专业，希望将来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历史建筑保护

修复工作者。”

不迷失在过去，对未来有比较清晰的计划，这是记者对这

些曾经的“考试骄子”们普遍的感受。

2008 年浙江省高考理科最高分，由镇海中学的陈琨获

得。他后来进了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硕士毕业后，留

在北京从事金融行业。去年下半年，他升级当了爸爸。现在

的生活，和其他的上班族也没什么两样。

记者和陈琨通话是晚上七点半，他刚下班。电话里，他的

声音很斯文。10 多年过去，说起高考，陈琨仍然颇多感触。

他说，这一路走来，学习主要还是靠自己，那个年代也没有什

么培训班可以报，“我记得小学初中学校办兴趣班，周六上午，

珠算、书法、英语、数学等，选择感兴趣的上。”

2007年的浙江高考理科最高分李清扬，毕业于杭州学军

中学，高考后进入香港大学读金融专业，后转到商业设计和创

新专业。大学毕业后，她在香港工作 5 年，2016 年回到杭州，

在蚂蚁金服工作至今。记者联系上她时，她刚带着宝宝回家，

她的孩子现在三个月大。

对于高中三年，李清扬印象最深的是每个寒暑假和同学

一起参加物理竞赛的时光，几个人一起钻研题目，分享学习资

料，氛围特别好。虽然当年高考物理卷很难，但一直参加竞赛

的李清扬还是考了满分。

她有些感慨，“我经常听说现在幼儿园的孩子就要上各种

培训班，甚至提前上小学的内容，这也太夸张了吧？”

真的很好奇，作为一个新手妈妈，当年的“状

元”，她会怎样培养自己的孩子？

通讯员 陈宏程

本报记者 梁建伟

“状元”
今日

2017 年 6 月 22 日，我在新疆出差，长途汽车坐到一

半，微信工作群突然冒出一条信息：高考分数可以查

了。那是浙江新高考元年，不再分文理科。谁能考

出全省最高分，将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这个新闻，

得追。

新高考 6 门科目，“7 选 3”有 35 种组合方式，理

论上，当年有 35 个最高分，那谁又是高分中的最高

分？镇海中学校长吴国平说过，“高考状元是‘撞出

来的’，意思是说，全省排名前 100 的学生都有当状元

可能性，就看谁的临场发挥好。”

汽车在颠簸的路上前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工作群里

的消息瞬息万变，焦虑、紧张、激动，伴随着五百里长路，到酒

店时已是晚上 10 点，群里传来确切消息：当年的高考最高分

是723分，被诸暨中学王雷捷同学创造。

每年中考高考放榜日，都是媒体惊心动魄的不眠夜，寻找

高分考生变成硬核比拼。现在回望我们追访的初心，一是给

高分的孩子们肯定。12 年求学路，就像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在冲刺的那个时刻，他是冠军。二是给别人借鉴：在高考的指

挥棒下，拿到最高分的那位同学绝非侥幸，他的经验可以为后

来者提供帮助。可是数年采访下来，稿件雷同得很：高分考生

似乎都天赋异禀，他们总是能按时睡觉，很少上补习班，兴趣

爱好均衡发展，从不抢跑⋯⋯

然而现实的另一面却有些吊诡：家长们无比焦虑；学科培

训无限提前；学生普遍抢跑，一窝蜂去搞竞赛、学信奥，只为了

“北清”和“三一”的门票。挖空心思进“坑班”：一个起步，两个

保险。刚接到民办初中的缴费通知，家长就自发组建起了

“2022 中考我们来了”的热血微信群，誓师宣言与各种消息全

天候出现。

这一代的家长疯了吗？他们不爱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现在当家长的主力是70后、80后，他们是被知

识改变过命运的人，也因此格外相信考试的力量。他们认为，

“考上好学校”仍是实现不平凡人生的有效途径。所以，他们

不听劝阻，拼命前行，为了赢在起跑线、弯道能超车。

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时间点，杭州小学入学公民同招报名、

杭州中考成绩即将可查询，2019 年高考成绩公布。三代家长

带着三代孩子，因为求学在同一天相遇。

钱报记者在杭城小学蹲点采访时发现，“裸报”的孩子少

之又少，幼小衔接、益智课程是“2019届”新生的童年标配；

每年中考成绩放榜时，有望出状元的学校都摩拳擦掌

⋯⋯“你以为一个学校的升学率是到今天才出来的吗？三年

前，初一新生录取结束，三年后的升学率就出来，掐尖式招生，

田忌赛马式排兵布阵，什么样成绩的学生保送，什么样成绩的

学生冲中考，现在当校长都要懂兵法了。”资深教育界人士叹

息着对记者说；

今天，2019 年高考成绩公布。杭二、学军、镇海⋯⋯高考

状元花落谁家？我们不想追了。

也是在 2017 年，衡水中学开出浙江分校，教育圈内一片

哗然，一种观点认为，所有的考试都是竞技，是选拔，那就有第

一第二，无须讳言，只要规则明确，就应对胜出者不吝赞美。

另一种观点截然相反，浙江，人文鼎盛，经济富庶，耕读传家之

地，如果我们谈论教育时还是要谈论谁是状元，教育还要赢在

分数，那还有哪个地方有条件为中国教育提供先进性样本？

“有教无类”，教育的本质是育人，不是考试。总有一天，

我们这个社会要交给2013年前后出生的这一代人，他们今天

上小学；要交给 2004 年左右的这一代人，他们今天期待着中

考分数；要交给 2001 年的这一代人，他们今天高考放榜。我

们要把这个社会交到一代人手上，而不是一个状元，一

批高分考生手上。

任正非说，教育是最好的国防。那么，今天，在这个

特别的时间结点上，让我们看看因为读书和考试有了交

集的三代孩子。

他们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为什

么学习，为什么读书。 本报记者 宋宾娜

今日钱报无“状元”
中高考成绩放榜，幼升小首次公民同招

今天，我们关注特别时间节点上相遇的三代人

观照他们的现在，就是关心中国的未来

今年我们
为什么

不追最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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