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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才半个月，杭州不少初三班主任的咨询业务量就蹭蹭蹭往上涨，除了学生答疑，还有家长来求

助：“今年中考满分650分，有考生只扣了6分，重高分数线水涨船高。接下来想考上心仪的高中，不止

要优秀，还要每门课都优秀。我家娃有点偏科，估计卷不动了，是不是应该尽快换条赛道试试？”

而据班主任们回忆，往年这类求助咨询起码要在初三期中考之后，今年明显提前了！

偏科的孩子眼下该如何走好升学路？本报记者找来两位杭州资深初中班主任，他们认为，要想让孩

子们的长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舒适区很重要。

孩子偏科孩子偏科，，初三家长求助老师初三家长求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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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九月下旬的天气，因为台风欲来

而有些潮湿。浙江音乐学院教师发展中心的

小舞台上，传出活泼欢快的提琴声，跳跃的音

符，仿佛把人带到阳光下的草地，呼吸一口爽

快的干燥空气。现场演奏的是著名华人大提

琴演奏家田博年教授和新生代弦乐四重奏组

合——新魄力四重奏。在这个新学期，他们

分别受聘成为浙江音乐学院特聘大提琴全职

教授和驻院艺术家团队，为浙音注入一股强

劲的活力。

田博年是活跃于当今国际乐坛的著名华

人大提琴演奏家。他是德国科隆爱乐乐团及

科隆国家歌剧院终身大提琴首席，是许多音

乐学子心中的偶像与榜样。田博年笑着说，

自己从事音乐教育的“工龄”很长，25 岁就任

教于德国法兰克福音乐学院，但却并不是一

个“老套”的教授，“我教过许多国家、不同年

龄、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希望用一种更多元

化、国际化的教学手段，和浙音的学生碰撞出

火花。”

在浙音听见世界的声音

重量级艺术家
加盟浙江音乐学院

选择留学，最重要的是，能了解、掌握第一手信息。9月21日不

妨来参加这场专门为初中生办的升学交流会。

现场除了有来自从教 40 余年的老校长给家长们的升学建议，

还能收获资深社会老师的学习方法及复习指导，现场听中考语文、

英语和社会几门科目高分考生的一手经验分享，面对面交流中考感

受与学习心得，同时，现场也有 40 余所国际学校的校长及校方代

表，其中包括杭城各重高国际部和江浙沪知名民办国际学校等,学

生家长们可以充分了解国际方向这条升学赛道怎么走，什么样的学

生适合走这条赛道，为孩子准备升学双保险。

著名华人大提琴演奏家田博年现场演奏著名华人大提琴演奏家田博年现场演奏

新魄力四重奏则是个充满年轻活力的

组合，由小提琴家申丹枫、Antonia Rank-

ersberger，中提琴家吕翔和大提琴家 Ivan

Valentin Hollup Roald 组成，短短几年，

他们就在各个世界重要赛事斩获头奖。

Antonia Rankersberger来自奥地利，

此前，她已经通过浙音国际室内乐音乐节和

师生打过交道，“这些中国的学生都很有潜

力，也很有求知欲。我十分憧憬在这样美丽

的校园，在这座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工作。”当

天，浙江音乐学院院长王瑞为田博年和新魄

力四重奏颁发聘书。简单又用心的仪式感，

背后是浙江音乐学院引才发展的一片真心。

近年来，浙江音乐学院以“大人才观”全面

落实人才强校首位战略，致力于打造一支高水

平、国际化的教育人才队伍。学校在5个国家

建立海外人才工作站，聘请8位在国际上具有

影响力的人士担任海外引才大使。在浙江音

乐学院的校园闲逛，与你擦肩而过的，都有可

能是国内外一流的音乐名家和艺术大师。

“今天的浙音比任何时候更渴求人才，

比任何时候更有条件成就人才。这些活跃

在国际舞台的领军艺术家的加盟，为学校高

水平艺术人才的培养、高质量服务浙江文化

建设带来了丰富资源。”院长王瑞表示。

本报记者 邱伊娜 通讯员 孟欣

走传统升学道路，孩子能升到怎样的学校，完

全取决于最短板科目有多长。如今的中考对偏科

生并不友好，偏科的“天才”在升学选择上的优势

不如各科均衡的孩子。

但是，在初高中阶段，学生偏科是常态。尤其

是学习节奏加快以后，作息时间相较小学更加紧

张，在劣势学科上，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我有个学生，成绩平平，但语言能力很棒，口

才好。上了高中后，她接触了许多关于国外大学

的信息，心里打定主意往国际方向努力，最后被牛

津大学录取。”杭州养正学校当了 21 年班主任的

蔡风山老师说。

这个学生之所以让蔡老师印象深刻，原因是

她在初中时，数学成绩并不出色，而她申请牛津大

学时选择的专业，竟是数学系。作为班主任兼数

学老师，蔡老师很高兴：“她说，初中时因为我的

课，很喜欢数学，虽然成绩不算亮眼，依然保持着

对数学的兴趣，这让我十分感动。她后来换了一

条赛道，把自己的优势最大化，在更好的平台学习

兴趣专业，实现了自己的理想。”

选择国际赛道，对部分学生来讲是扬长避短

的一种选择，“在传统升学道路上，理科成绩必不

可少，有些孩子走传统升学的道路，会很吃力，但

这并不代表他们学习能力差，在这种时候，选择就

变得十分重要。”

当班主任24年，杭州市文海中学的韩丽老师

认为，每个孩子都不是十全十美，要想让孩子们的

长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找到适合他们的舞台，让

他们在舒适区里努力奋斗很重要。

韩老师班上有个男生，中考时发挥不好，因为

学习跟不上，压力山大。后来他上了国际高中，大

学先是学设计，还申请了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读研

究生。“他妈妈发照片给我看，他的头发留长了一

点，变得很帅，很有艺术家的感觉。”

她还带过一个学生，当年体育中考训练时不

慎受伤，申请免考后，又担心考不上自己心仪的高

中，在家长用心咨询分析后决定转轨，选择冲击国

际高中，“他的英语非常出色，稍稍准备，在两百多

个学生中考到了第11名，现在他已经申请到了英

国的大学。”

从学科上来说，这些学生在语文、英语等学科

上有优势，中考和国际赛道两手抓，及时转轨第二

重保险。“整体来说，这些学生都比较外向，有兴趣

有特长，很能适应新的学习环境。”韩丽说。

数学成绩平平的女生 考上牛津大学数学系

这几年，蔡老师发现了一个趋势，不管是选国

际高中还是申请国外高中，在留学这件事情上，孩

子的主见越来越重要。

比如蔡老师的一个学生目标很明确，从初中

开始，和家长沟通过国际升学意向后，就主动了解

留学国家和学校的信息，经过比较和兴趣抉择，她

立志要去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就读，高一高二

做准备，高三时申请出国，现在已经拿到了录取通

知书。

现在这个时代，学生们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

他们变得更加独立、有想法。两位老师都说，从班

主任的角度来说，他们都希望每个孩子有更适合

自己的选择。“每个孩子都是家庭中最重要的，一

定要综合去考量。不管是传统升学还是出国留

学，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而家长和老师能做的，就是打开孩子们的视

野，让他们了解到更多选择，分析这些选择背后的

付出与收获，等待孩子做出自己最需要的选择。

有些家长本身就从事教育领域，能接触很多

关于升学、留学的新鲜信息，“我有几个学生，爸爸

妈妈是浙江高校的老师，孩子的优势、劣势，一开

始家里都分析得清清楚楚，升学规划也是一早就

商量好的。”蔡老师说。

韩老师带过一个学生，父亲在德国工作生活，

对当地的工业经济很是了解，咨询过孩子兴趣后

为其早早规划，最后让孩子选择前往德国学汽车

工程专业。还有家长在孩子留学前就计划前往国

外考察选校，毕竟眼见为实，可以真切了解到孩子

未来的就读环境，就是费时费力开销大，没有过来

人为其指点迷津。

在留学这件事情上 孩子的主见越来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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