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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青春时代无一例外地经历了高考的洗礼，

所以高中乃至初中的生活留在记忆里的就是学习再学

习，考试再考试。来到美国这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

会，在这个没有高考、上大学极度容易的国家，自然

而然地对他们的中学生活充满了好奇。我没有机会去

认识太多的中学生，列出近距离接触的几个，也不知

道是不是具有代表性。

老板的儿子

老板是印度人，辛辛苦苦熬成了教授。老板娘在

另一个系做研究助理教授，比博士后高但是比通常的

助理教授低的一种职位。两人的收入在这中部农村算

是很不错的了。他们有两个儿子，中学上的都是公立

学校。据说，他家那个区的公立学校在整个州里也算

小有名气的。

老大成绩很好，也能说会道。老板给他买了一套

架子鼓，学了一阵，好像是兴趣不大，就放弃了。很

喜欢做实验，每到假期，就跑到系里找个实验室跟研

究生们一起做实验。老板人缘好，他儿子也就在不同

的实验室玩过。不过，玩玩而已，做些试验也就是小

打小闹，没有像国内的天才一样和老爸一起发表论文

若干。不过，在学校里还是出类拔萃，申请大学的时

候想去麻省理工，未果。被伯克利和普度录取了。伯

克利的名气自然要比普度大不少，但是在加州，要交

州外学费，大概一年几万。而在普度，由于是教工子

弟，基本上不用交钱，离家近，甚至住宿的钱都可以

省了。老板让他自己选择，他说普度的工程学科也不

错，为了伯克利多花十几万不划算，选了普度。后来

又收到加州理工的录取通知。加州理工是那种很小很

精的学校，全校的本科生只有几百人，学校的研究水

平却很高，据说被评为投资性价比最高的学校。后来

他就改选了加州理工。

老二小的时候学钢琴，老板给他买了钢琴，请

了家教。不过小家伙也是学了一段时间，没有兴趣，

喜欢的是打网球。老板跟我们开会，经常讨论没有完

成，说“不好意思，下次继续，我要去看我儿子打比

赛了”。小家伙是市里的双打冠军（不过那个市很

小，跟中国的一个镇差不多）。我们曾经跟他开玩

笑，说他可以做职业选手，他很认真地说不去，就是

打着好玩而已。在他上大学之前我就离开了普度，不

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不过他说不想上普度，因为不

想待在父母眼皮底下。

不去学校的三姐妹

认识一家当地人，男的是一个小型农业技术公

司的研究人员，女的没有全职工作，在一家教会学校

作兼职的西班牙语老师。家庭收入应该算得上中产阶

级。他们有三个女儿，都是在家里学习，一直到上大

学前的最后几年（相当于我们的高中）才去一所私立

学校。他们说，这种“home school”的孩子目前越来越

多。主要是家长觉得学校的教学不得不照顾到多数学

生，学习效率不高。在家里，孩子学完同样的课程，

所用的时间要少得多。省下来的时间，就可以去干别

的事情。等到孩子升到一定年级，有的科目家长教不

了，就让孩子去学校选修些课程。我们很关心孩子成

天在家，会不会在人际交往上有欠缺，他们说不去学

校并不意味着在家呆着，孩子会去接受别的训练或参

加一些俱乐部，所以也同样有生活交往的圈子。

三个女孩都受到了很好的艺术训练。老大是弹钢

琴的，说不上普度的原因是普度的乐队水平和人文学

院都不怎么样。她的专业是西班牙语教育，钢琴只是

业余爱好。对她来说，学校乐队的水平竟然是选择了

一所名气比普度差得多的大学的重要原因，颇让我们

诧异。除了每天练几个小时的钢琴，她从中学起就在

附近的一个餐馆里做服务员。大学里放寒假回家，也

继续在那个餐馆里打工。她很骄傲地对我们说，她是

那个餐馆里最受欢迎的服务员。有一次，他们家邀请

我们去看她妹妹的演出，但是她并没有去。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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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天晚上是她当班。

老二长得非常漂亮，从小学笛子，到高中的时

候被选入市里的乐队参加诸如圣诞节复活节之类的演

出。她在接受高水平训练的同时，也教一些初学的小

孩，赚钱交学费。

老三从小学芭蕾，但是用我外行的眼光看来，她

也没有什么灵气。据说她上的那个芭蕾学校每周要训

练几个下午，用她爸爸的话说，学费相当贵。当时她

非常喜欢，有客人的时候不怎么说话，但是一说起她

的芭蕾，就眉飞色舞。她上学早，高中毕业比同龄人

小一岁。她的父母说不急于上大学，她希望用那一年

的时间去增加社会阅历。

非要得A的孩子

这个孩子是我接触最多的高中生。他妈妈是我老

板课上的学生，实在对付不了那门课，就找我给她作

家教。后来说她儿子上一门数学提高课，期中考试得

了B，说那门课如果不得A就白上了，于是请我辅导他

儿子。

他们所谓的提高课相当于大学里的课程，高中并

不要求。但是许多成绩好的学生都上，在申请大学的

时候就有了优势。有的大学对于某些中学的提高课程

承认学分，所以高中上提高课一举两得。他说他们学

校的提高课得了A的话，上了普度就可以免修。他们

一家四口靠他爸的收入生活，当然他妈妈有一点奖学

金，家庭收入不算很高，他也就只考虑普度。作为州

内居民，学费要便宜很多。四年下来，能够省下十来

万吧。

他的那门提高课包括了我们的三角、代数和一部

分微积分。内容很系统很全面，但是作业和考试很简

单。题目几乎就是书上例题的翻版，没有陷阱，也用

不着什么技巧，所以我还能应付。（我后来用的数学

全然不需要技巧，所以以前学会的技巧也就忘光了。

要是去做国内高中的题目，我就原形毕露了。）但是

那孩子学得稀里糊涂，只会对例题作简单模仿。我干

的事情也很简单，把每周的内容给他总结一下，拿着

他的作业告诉他每一种类型的题目的核心步骤，然后

看着他把作业作完。我说，你过一周再回来把做现在

做错的题目做一遍，只要能够顺利地做下来就行了。

然后到了考试前一周，再把这些作业看一遍，现在错

的题目做一遍，正常情况下考试不应该再出错了。

他妈说，他根本做不到，他们每天忙得不可开交。

除了这些作业，还要去乐队训练，俱乐部参加体育活

动，还有各种各样的课外活动，根本没有时间像我说

的那样学习。我问，那些活动不是自愿参加的吗？她

说话是这么说，但是大学录取新生的时候这些都要纳

入考虑，只有好成绩也进不了好大学。美国大学入学

的时候不分专业，只是进入各个学院。像他想要学生

物医学工程，那个系比较热门，最后还是要靠成绩筛

选。上提高课有助于他入学的时候进入工学院（普度

工学院在全美国也还算小有名气），然后不用学高等

数学，可以好好学习其它课程，拿到一个比较好的成

绩，去竞争他想念的专业。

后来他确实如愿以偿地上了普度工学院。 

不知道我所认识的这几个高中生是否具有代表

性。我的感觉，在现代社会里，升学的竞争并不随着

教育资源的普及而降低。这些高中生，他们的学习和

生活，也并不比当年的我们轻松。差别只在于，他们

的选择多一些，“成功”与“失败”的差距小一些。

高等教育，到了每个人都有机会接受的时候，就成了

一种人生投资。对他们来说，努力是为了给自己创

造更多的选择机会，和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生活。我们

当年，三天的考试可以创造天壤之别的人生道路。而

我们今天的高中生，机会已经比我们那个年代多得多

了。他们努力的目标，也就不再是上一个大学，而是

“上一个什么样的大学”和“怎么上大学”才能为自

己的人生道路创造更多的机会。


	201209_部分94
	201209_部分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