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武漢市東湖中學考點外，陪考的家長在校門口等候。 資料圖片

■學生們下課去食堂用餐。

■為學生送飯的家長們。

從武漢的街道口商圈乘車出發，不到一小時就
可抵達侯崛（見圖）就讀的學校——位於東湖

開發區的華中師範大學第一附屬中學。路上密集分
佈 武大、華科、華師、中南民大、中南財大等多
所湖北地區重點高校。然而，這些近在咫尺的大
學，並不是侯崛奮鬥的目標，真正讓他看到曙光
的，是遠在北京的清華園。
侯崛是華師一附中第二屆人文實驗班的學生。升

高中時，由於數學偏弱，加上對歷史和地理的偏愛，他選擇了文科。
不同於一般文科生對北大的嚮往，他更鍾情於清華的建築學專業，因
為他從小喜歡各類古建築，酷愛繪畫，鍾情北京古都古韻。而從今年
起，清華建築學正式開始文理兼招，他的目標就是成為其中的一員。

極度緊張 難以靜心　

今年學校給自主招生名額時，侯崛憑文科班綜合排名第一的成績擁
有了參加清華或北大自招的選擇權。他已參加並順利通過了清華的自
招。儘管拿到提檔線20分的降分和10分的專業加分，侯崛並未感到輕
鬆，因為以往建築學招考理科生的分數線高達690分，被譽為清華最
難進的專業之一。
去年一入冬，侯崛就開始持續感冒，連 多場考試發揮欠佳。在侯

崛的記憶裡，高三上學期的冬天是令他感到最疲憊的一段時期。「真
正讓人難受的不是身體上的累，而是心理上的迷茫。」在高三，緊張
起來的是整個生活節奏，那種靜下心來喝一杯茶、讀一本書都困難的
節奏。

考上名校 肯定自我

沒有什麼特別的調節方法，侯崛說，只有越來越充實忙碌的學習和
生活，堅持按部就班一步步走，就能回到自己的狀態。「你要知道，
每個同學都一樣這樣過，你並不孤獨。」
對即將到來的高考以及可能的結果，侯崛說他並不相信能去一個好的

大學就徹底決定了一個好的將來。「對我來說，高考只是對我這十二年
所學知識的一次檢驗，如果考得好是對我十二年付出的一種肯定。」

兩年了，張澤宇（見圖）的薩克斯風（色士風）就
這樣靜靜的躺在他的家裡，碰都沒被碰過，這讓擁
有專業十級的他說起來也顯得非常不好意思。為了
高考，很多東西都要被擱置在一旁，「因為沒有時
間，的確是沒有時間」。
張澤宇是高三人文實驗班的班長，中考以湖北黃

石市第三名成績考入華師一附中。沒有絲毫理科弱
勢的他選擇進入人文實驗班學文的原因很簡單，就

是興趣和愛好。張澤宇的父母都是學理科出身，「當時所有人都反對
我學文科，現在所有人都支持他。因為三年來，我用優異的成績說服
了他們。」他說，人生道路上一些關鍵的抉擇要由自己來做、自己做
主，這也是父母從小對他的教育。「如果不選自己感興趣的內容，也
會學得非常痛苦。」

選校選科 興趣先行

不久的將來，張澤宇又將迎來下一個重要抉擇。考前，他給自己定
的第一目標是香港大學的法律系。對於全國高校的法律專業的排名，
他已經預先做了一部分功課。「相比名校的綜合排名，我更看重我感
興趣的專業實力」。
張澤宇的父親是位做生意的商人，帶 他見識了許多人和事。成功

有很多種面貌，這是張澤宇看到的。「高考我要很努力的把它做好，
但它不是唯一的出路。人生的道路很寬，知道自己想要什麼，你總能
得到，多繞幾個彎也不要緊。」
「不管今後從事什麼工作，我就是想學一學法律這個專業。畢業以

後我也不一定就會當律師，說不定還跟你搶飯碗呢。」他甚至調侃起
了記者。

「高三是什麼感覺？就像乘了一艘船在起了霧的海面上漂

泊，自己看不到岸，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能靠岸⋯⋯」武漢應

屆高考生侯崛這樣形容自己在漫長備考中的迷茫感。此刻，

侯崛與同學們快要靠岸了，但彼岸是什麼？他們異口同聲

說，不是近在咫尺的武大、華科，而是遠在異地的清華、上

海交大、南大、港大。除了衝擊名校，證明自己外，「出走」

異地、體驗不一樣人生，更是他們考大學的共同目標。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肖晶、侯焱 湖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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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在全國範圍內知名的重點高中，華師一附中擁有一本率高

達90%的驕人成績。所謂一本大學，即經各省、直轄市、自治區

教育廳批准可在該省招收本科第一批次考生的高校。目前內地的

一本大學主要分為兩類。一類是教育部直屬大學、其他主要部屬

大學及全國重點大學、985工程、211工程院校；另一類是主要以本省

一本招生為主體，全國大部分省份一本招生為次的大學。香港高校在

內地招收本科生，一般要求考生過一本線。 ■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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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華師一附中邁向高考考場的學子，高考的
意義並不是決定未來穿草鞋還是皮鞋的命運一
跳。大學是一定能上的，如何能站得更高一
些，看得更遠一些，才是他們對高考的期望。
華師一附中校辦主任宋濤向記者介紹，學校

設有人文實驗班、科技實驗班、奧賽班、出國
班等類型班，就是希望給學生的未來提供更多
的選擇和機會。而將職業規劃啟蒙逐漸從大學
下移是個趨勢，學校會適當鼓勵學生提前對自

己有長遠規劃的意識。現在的學生也很清晰的
知道，大學和成功有密切的關係，但沒有必然
的關係，個人命運跟今後的專業選擇及個人奮
鬥程度等眾多因素相關。

外來生壓力大 家長更脆弱

在華師一附中高三的學生中，有八九百人是
武漢人，五百人來自湖北省內其他地區，不到
兩百人來自省外。宋濤稱，面對高考，許多直

縣生的考學壓力的確是高於武漢當地學生，他
們的很多同學都留在縣城，自己獨自來到湖北
最好的學校讀書難免心理負擔更重，名校的光
環其實也是壓力。
宋濤說，自信就是最好的減壓方式。但學生

們高考的壓力主要是來自家庭和社會。作為老
師，常常感覺到家長比學生更脆弱，就好像參
加高考的是家長。既在緊張的狀態中，又不被
緊張脅迫，是學校努力為學生們營造的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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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長遠意識 高中策劃就業

儘管高考開考的鑼聲還未敲響，高三人文實驗班
的班主任劉新還老師（見圖）就已經在反覆思考未來
學生對學校和專業的選擇，他說，學生與家長之間
很可能會有不少分歧，家長通常與老師看法一致。
對於侯崛想上清華建築專業的想法，劉老師是持

保留意見的。「侯崛畢竟是文科生，學建築以後壓
力會非常大，要考慮高數、物理、基本建築學原理
這些課程的難度能不能適應。他的定向思維能力

強，如果往建築史方向發展倒比較合適。」
作為班長的張澤宇在劉老師眼中是一個綜合能力和社會能力較強的

學生。談起他想去港大讀法律，劉老師說，顯然他需要在高考結束後
對港大法律專業進行更深入細緻的了解，同時對自己將來是走學術路
線還是投身社會要先有一定規劃。如果單純做法律領域的學術研究似
乎不適合他的個性，如果當律師，顯然國內法律生態環境並不理想，
若能留在香港則更佳了。

父母子女選擇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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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三是武漢市華師一附中開放的日
子，寄宿生們的家長就在這天給孩子送
飯。當別的家長還在翹首等待校門準時
打開，高三生小劉的媽媽已提前備好飯
菜坐在食堂等兒子下課。她是學校的宿
管阿姨，就在校內工作。也正是為了從
仙桃到武漢來讀高中的兒子，她辭掉了
仙桃醫院待遇更優厚的工作，來到華師
一附中應聘宿管。
談起兒子考進了理科實驗班，她臉上

有掩飾不住的驕傲。但說到小劉的升學
目標地點，她就百般無奈。

決心出走 體驗生活

與侯崛一樣，小劉並不打算留在湖北
升大學，但他的目標也非北京、上海，
而是相對冷門的南京。儘管媽媽認為小
劉完全有考上上海交通大學的實力，但
小劉還是給自己定了南京大學的目標。
他說，一是保守定目標，二是喜歡南京

這座城市。「北京太吵，上海人情味太
淡，」在北京、上海轉悠過一圈的他得
出這個結論。
小劉媽媽也跟他溝通過，認為與其上

南京大學，還不如留在武漢讀武大、華
科。但小劉似乎打定了「出走」的決
心，他要去另一個城市體驗不同的生
活。不僅是他，同他一同考入華師一附
中高分班的五六個初中同學也都這麼打
算，盡量不留在武漢，出去闖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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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但小劉似乎打定了「出走」的決
心，他要去另一個城市體驗不同的生
活。不僅是他，同他一同考入華師一附
中高分班的五六個初中同學也都這麼打
算，盡量不留在武漢，出去闖闖。

周三是武漢市華師一附中開放的日
子，寄宿生們的家長就在這天給孩子送
飯。當別的家長還在翹首等待校門準時
打開，高三生小劉的媽媽已提前備好飯
菜坐在食堂等兒子下課。她是學校的宿
管阿姨，就在校內工作。也正是為了從
仙桃到武漢來讀高中的兒子，她辭掉了
仙桃醫院待遇更優厚的工作，來到華師
一附中應聘宿管。
談起兒子考進了理科實驗班，她臉上

有掩飾不住的驕傲。但說到小劉的升學
目標地點，她就百般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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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劉還是給自己定了南京大學的目標。
他說，一是保守定目標，二是喜歡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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