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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中考、幼升小
三代学生“偶遇”，各有各的前路

高考、中考、幼升小
三代学生“偶遇”，各有各的前路

“今年初三模拟考，他考了年级第一，后

来放弃保送，决定中考。平时父母对他要求蛮

高的，但他自我要求也很高，‘五一’三天小长

假，花了足足47个小时复习——除去每天8小

时睡眠时间，其余都花在学习上了。所以，我

相信他能交出一份漂亮的中考成绩单。”

这是班主任对邱战（化名）的评价。记者

联系上他时，这个用功的男孩难得丢开书本，正

和爸爸在北京旅游，松一松绷了3年的神经。

小邱就读于杭州一所民办初中，从小到

大，“优秀”已经成为习惯的他一直很努力。

从被迫参加课外培训，到主动要求“加餐”，这

也成为一种习惯延续下来。

幼儿园中班开始上兴趣班，主要学的是

艺术类，电子琴、画画和表演。妈妈的理由很

有趣：孩子性格偏内向，不太喜欢说话，让他

上一些兴趣班多接触其他小朋友，还能顺便

找到真正的兴趣所在。后来这些兴趣班，只

有一个电子琴坚持到了八年级。现在学习疲

惫了，邱战还会弹上两首曲子，当作放松。

其实，相比同龄人，小邱算是“幸福”的

——读的是家门口的公办小学，一直到五年

级都没上过学科类培训班。他成绩一直很

好，考试基本都是满分。

但是，培训班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到六

年级，妈妈偶然和班主任聊天，老师建议孩子

上民办初中。在当时，想要上民办初中，培训

班肯定逃不掉，尤其是必须学奥数。

妈妈给小邱报了奥数和英语两个培训

班。后来，他在数学比赛中有优异表现，顺利

进入了心仪的民办初中。

尽管是被迫“加餐”，但小邱至今仍然觉

得自己很幸运：“当时，班上要考民办初中的

同学有十多个，其他同学很早就开始做准备

了，有的甚至为了上培训班而请假。哪像我，

六年级才临时抱佛脚，还幸运地被录取了。”

进入初中，小邱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普通

学生”，身边同学都很优秀。入校时跟一个同学

聊天，才知道对方已经提前学完初二的内容。

从那时开始，小邱决定主动“加餐”，和父

母商量后，报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多个

学科类的培训班。在这之后的周末和寒暑

假，小邱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培训班里。在家

自学、复习的时间也延长了，学习到凌晨一两

点钟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凌晨两点还没睡，妈妈跑来让

我睡觉，我当时一下子就发火了，因为我做一

道题刚有思路，就被打断了。”小邱说。从那

以后，妈妈再也没有催他睡过觉。

在这样“高强度”训练下，到初三下学期，

邱战的成绩稳定在年级前 30 名，时不时还能

考进年级前5。这给了他放弃保送的胆量，迎

接中考。

本报记者 沈蒙和 通讯员 陈宏程

生于2004年的今年中考生——

从小到大优秀成为了习惯
他主动要求上培训班

一直拖到最后，迟疑的李莹（化名）仍然没有下定决

心。

直到要报名的最后一个晚上，她才在家庭会议上正

式拍板：让儿子点点上民办小学。

今年杭州小学首次实行“公民同招”，即公办民办小

学同步招生。对于公办小学——尤其是热门公办小学

的一表生的家长们来说，尤其纠结。如果选民办，意味

着在公办小学的入学资格就要往后排，甚至会“两头落

空”。

鱼与熊掌，无法兼得了。

虽然纠结公办还是民办
但幼升小准备从一岁多就开始了

到底选公办还是民办？在众多面临幼升小的杭州

家长当中，李莹应该算是典型的那批。

但决心下得晚，并不意味着准备做得迟。“从幼儿园

中班下学期开始，我就有意识地为点点的幼小衔接做准

备。”李莹告诉钱报记者。

至于“无意识”的准备，甚至可以追溯到点点 16 个

月大的时候。

李莹是典型的职业女性，哺乳假结束就上班了，把

当时刚满 10个月的点点托给奶奶和外婆轮流照顾。两

位老人的带娃方式不同，时间一长难免会发生争执。半

年后，考虑到“专业的人才能做专业的事”，李莹狠下心，

将 1 岁多的点点送进一家早教机构。早上 8 点送去，傍

晚6点接回。

其实，早教班下午 4 点就放学了，额外多出的那两

个小时，是在上所谓的“全脑教育”兴趣班——就是孩子

和外教一起唱唱跳跳。

“据说，现在有家长把六七个月大的宝宝就送去接

受‘全脑教育’，太夸张了。我当时让点点上兴趣班，纯

粹是因为下班晚，赶不上 4 点接他放学。”李莹坦言，“如

果非要说有啥长远目标，就是有外教授课，我希望能在

点点的语言发展敏感期，培养英语语感。”

点点的早教班生涯，持续了一年多，终于够到上幼

儿园托班的年纪。开学日，李莹欢天喜地送儿子去了心

仪的公办幼儿园，感觉如释重负——早教班前前后后花

了20多万元，平均每个月要2万元。

幼儿园就开始规划留学
机器人班一下子交了10年培训费

早教的钱省下了，李莹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点点的

兴趣爱好上。从小班起，可爱的点点在唱歌、思维和英

语三个兴趣班里放飞自我。

看出来没有？在点点的成长过程中，妈妈一直很重

视他的英语学习。“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孩子需要出去

看看。”点点读中班时，李莹就为他做起留学规划，希望

他今后有更开阔的视野和心胸。

从幼儿园就开始做留学规划，会不会太早？李莹摇

摇头，还举了个身边的例子，相当有说服力。她表弟一

家已在美国定居多年，表弟刚刚考上斯坦福大学，父母

向亲朋好友分享教育经验时说，儿子从幼儿园就开始努

力了，除了学业，还在艺术、体育等各方面下了很多功

夫，因为名校最看重这些。换言之，美国顶尖大学的学

生，除了个别智商超常的，多数是这样从小拼到大的。

既要为将来留学做准备，又要搞幼小衔接。点点中

班这一年，确实有点忙。

除了英语课，又开始学网球、游泳和架子鼓，中班下

学期还报了个机器人班。“按每周一节课算，机器人班我

一下子交了10年的费用，除了价格有优惠，主要是觉得

兴趣爱好要坚持学，才能成为特长。我就是因为小时候

中途放弃了一直学得不错的乐器，现在啥特长也没有。”

李莹说。

花了大价钱的培训班
还要漏夜排队才挤得进

在上机器人课时，李莹闲逛发现楼上有家口碑不错

的幼小衔接班。她用了好几天，混在上衔接班孩子的家

长中打听，又找衔接班负责人长谈了一次，决定也来报

名。

不过，这名有点难报的。因为名额有限，报名前一

天晚上，就有心急家长跑来漏夜排队。李莹第二天一早

才从微信群听说此事，偏偏单位有急事，分身乏术，最后

家里保姆“临危受命”，赶去报名现场，好不容易才抢到

一个名额。

“再晚去十分钟，名额就没有了。”李莹说。

在这个幼小衔接班，主要学两样东西：拼音和阅

读。教学进度根据幼儿园孩子制订，还算轻松。“太难

的，超出他能力的课程，我也不会报。”李莹看着像个虎

妈，家里最心疼儿子的也是她。等点点上了大班，她把

当初的那个英语班停了，仅仅是因为发现儿子的英语

作业出现完形填空，“让大班孩子做完形填空，太离谱

了。”

一会儿报班，一会儿停班。按李莹的原话说，这叫

“天人交战”。

“一方面，我不喜欢超前教育，会打击孩子的学习兴

趣。那家培训班的难度过高，点点对英语的兴趣明显下

降，得不偿失。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儿子能打好基础，做

最好的自己，能尽快适应小学生活。”她说。

许多人知道李莹给儿子制订的留学规划后，提出过

质疑：既然预备出国，为什么还要让孩子学这学那，搞得

那么辛苦？

这位妈妈的回复是：“我希望点点将来出国接受精

英教育，而不是混一张文凭。”

都这么“拼”了
她仍然只觉得自己是个普通妈妈

中国最早的留学生是因为成绩优异出去的；近些年

留学门槛降低，很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拿一张大学文凭，

而送孩子留学，结果呢？这些孩子跑去国外炫富、考试

作弊⋯⋯这样的留学有意义吗？作为一位 10 后的家

长，李莹不认可这种留学观点，所以才给点点选了另外

一条路。

这条路不好走，费神又费钱。点点读大班时，除了

上幼小衔接班，还开始学画画、认字、跳绳，也上过

1000 元一节的思维课。“有的培训班上过才知道坑，我

经常安慰自己，这是在给其他妈妈‘扫雷’。”李莹打趣

说。

面对幼升小，在点点面前有三个选择，公办小学、民

办小学和国际学校。出人意料，早就帮儿子规划留学的

李莹，最早选的是公办小学。“我们全家坚信中国的基础

教育是好的，所以不考虑国际学校。而对比公办和民办

小学，当时觉得最优秀的师资在公办，我身边的一群妈

妈选的也都是杭州口碑最好的几所公办小学。”她解释

说。

让她改主意的，是与一位教育界资深人士的交谈。

近年生源高峰，公办小学班额扩大，老师对班里每个孩

子的关注度肯定不如实行小班化的民办小学，而点点显

然更适合小班化教学。

所以，点点大班下学期，李莹开始物色合适的民办

小学。她带点点参加了好几所学校的体验活动后，决定

报名位于市中心的一所民办小学。“主要有两个理由，从

主观上讲，我和校长面对面聊了聊，教育理念一致；从客

观上讲，学校的招生人数相对多些，录取概率会大些，毕

竟只有一次报名的机会。”

在外人看来，这位妈妈为儿子成长操碎了心，点点

还没上小学就已经是个全能的娃。而在李莹看来，始终

觉得自己只是个普通妈妈，点点也只是个普通孩子。“最

近不是在讨论 4 岁孩子英语词汇量 1500 个够不够么，

有人觉得很夸张，但事实上，这在上海和北京真的不

够。上回，住北京的闺蜜把孩子幼小衔接的教材发在朋

友圈，竟然是新加坡版，全英文的。我给点点做的幼升

小准备，最多算是基础。”

本报记者 沈蒙和

生于2013年的今年“幼升小”——

还没上小学就砸进去几十万元
她坚决否认自己是“虎妈”

林晓（化名）是台州一所重点高中的高三

生，因为成绩等各方面表现优异，今年高考

后，参加了北京大学“三位一体”笔试和面试。

那天联系上她时，小姑娘正动身从北京回

台州，内心欣喜：因为漫长的高考路终于结束。

彻底放松下来的她，在手机里放金玟岐翻唱

的《最初的梦想》：“如果骄傲没被现实大海冷冷拍

下，又怎会懂得要多努力，才走得到远方⋯⋯”

林晓像个大人一样向记者感慨：“回首12

年，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学业上，特别是在考

大学这件事情上，我尽全力了，没留任何遗憾。”

林晓的爸妈都是初中老师，从她刚能记事

起，父母灌输的思想一直是：“读书成绩一定要

好，这是普通家庭孩子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

幼儿园的时候，爸妈就为林晓报了舞蹈、

书法培训班，这两样学习，一直到忙碌的初三

才中断。到现在，林晓还在庆幸，自己当初把

这两项爱好坚持了下来。

“这让我枯燥的校园生活有了一抹亮

色。”她说，因为擅长舞蹈，可以在学校表演，

还当了晚会的主持人；练字则让她学会了吃

苦，哪怕学习再乏味，也不轻言放弃。

从小学到初中，因为没有硬性选拔考试

的要求，林晓的学业压力并不大。可一到初

中，课程科目变多、作业量增多，学业压力瞬

间大了起来。高考，也成为老师和家长反复

提起的字眼。

初中和高中的努力常常和无趣画上等

号。据林晓回忆：“高中三年，尤其是高二高三

这两年的我，是非常非常无趣的，以至于现在对

高中生活的大部分记忆，都是守着书本讲义，捂

住耳朵，避开繁杂的喧嚣，争分夺秒、一心只扑

在学习上。细细想来，高一参加的健美操，是我

在高中期间做过的唯一感到快乐的事情。”

高考前，成绩和排名，成了她心情起伏的

“指挥棒”。每一次考试后，面对起伏的成绩

和排名时，内心慌张无措，好几次不自觉涌起

“我明明这么努力，却还是考不好”的失落。

特别是最后一学期，更加过分在意分数，在成

绩不断下落时，自我怀疑严重，一度很不自

信。你能想象，一个 18 岁的女孩，为了应对

压力，会整天用心灵鸡汤来鼓励自己吗？

即将离开高中校园的林晓，无疑是优秀

的，但回顾这18年，却有着太多的遗憾。

没能和要好的女同学好好聊一聊少女之

间的小秘密；没能守在球场边为帅气的男生喝

彩；没能和老朋友们时常保持联系，再见面时竟

有了明显的隔阂和距离感⋯⋯最遗憾的是，除

了体育课、吃饭，高中不住校的她，和同学们之

间的交流极少，基本没时间参与他们之间的闲

聊。相处三年，竟没有交到很亲密的好朋友。

大学还没到来，她已经提前规划：重新开

始练舞蹈、书法；学会一种乐器；做一些从来

没做过的新鲜事，真正青春一把⋯⋯

她还想对爸妈说：“你们真的不容易，如

果‘考取功名’这件事是你们认为最正经的大

道，我们现在已经一起走过。等我上大学后，

你们可以适度放手，就别再围着我转了，去做

一些让你们自己开心的事情吧。”

本报记者 陈素萍

生于2001年的今年高考生——

12年奋斗结束，终于真正放松
高中三年的我，是非常非常无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