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85

招生浙江省

顶你上清华

冯迭乔，来

自浙江宁海，高

中参加全国信息

赛获得第一名，

顺利保送清华。

冯迭乔最初

接触到信息竞赛

是在初中。最初

他以为学计算机

就是玩电脑，可

以玩游戏，后来

才发现并不是这

么回事儿。虽然不能玩游戏，但是计算机信息

技术的迅速更新还是让冯迭乔产生了兴趣。他

决定继续学习下去。

但是，步入高中，面对着日益繁重的课

业压力，他的兴趣面临着现实的挑战。他自己

也说，在中学学习信息竞赛其实是“不讨巧”

的，学习物理竞赛、数学竞赛或多或少会对高

考科目有帮助，但是信息竞赛和高考没有任何

关系，只是完全凭自己的兴趣。有人甚至以为

这就是学“修电脑的”，让冯迭乔哭笑不得。

高中的老师、甚至校长也曾对他苦口婆心规

劝。面对长辈的关心和自己的兴趣，冯迭乔

没有反抗也没有放弃，他觉得自己应该理性对

待。于是，他便更多地利用晚上下课后的时间

在家编程，有时不知不觉就到了深夜一点。时

间久了，老师也被他打动了。为了能让他调节

时间、保证休息，老师还会在一些课程的安排

上给他适当放宽。

现在的冯迭乔回忆起当初这段经历，仍然

为之动容。他说，其实面对未知的未来和高考

的压力的时候，他也有很多不确定，但是他选

择了理智。“竞赛和高考就像是天平的两端，

可能一开始我们看到了落差，但是天平究竟向

哪边倾斜，需要我们一点点来加砝码。” 

冯迭乔说，信息竞赛最难也是最吸引他的

就在于信息技术的更新。他做了一个比较：一

本五十年前的数学竞赛书，你现在做其中的题

仍然会觉得很难，因为数学知识更新很慢。但

是计算机不同，十年前的高中信息大赛题目，

现在的初中生就能做出来，所以信息竞赛靠的

就是自身对新知识不断的探索和掌握。

谈及高中生活，冯迭乔一直觉得自己的

高中“不够完整”。因为他在进入高二以后把

大部分精力都投放在了竞赛准备上，没有过上

和大家一样的学习生活，也没有和其他同学一

样经历高考的压力，自然少了很多感受。而进

了清华，学习、班级、社团，生活一下子充实

起来了。这种生活让他很留恋。他开玩笑说，

来清华之前，他以为清华的学生个个都是书呆

子，但是来了以后才对清华学生刮目相看。所

以他要好好珍惜在清华的时光，去享受完整的

大学生活。

考入清华的学子，无疑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他们能够进入清华园，体现了清华怎样的

选才标准？他们成功圆梦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精彩故事？是什么样的学习习惯和生活经历让

他们脱颖而出？我们按照考生籍贯，分期编选了各地部分优秀考生的成长、成才故事，希望

能为广大中学生和即将面临高考选择的同学们提供生动的借鉴。

冯迭乔：精彩的人生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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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 琦 ， 浙 江 温

州人，毕业于杭州第

二中学，获得清华大

学 “ 领 军 计 划 ” 资

格；2012年高考以

738分（实考分，满

分810分）的优异成

绩进入清华大学经济

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

国际班。

父母：坚实的后盾
郑琦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母亲是一

名高中语文教师。“父母基本上不干预我个人

所做的决定，我在一件事情上做错或者实在是

毫无头绪时，他们才会指点一二。但这并不代

表说，他们对我的生活不了解、不关心。正相

反，他们就像我的大朋友一样，我和他们什么

都说，小到今天吃的饭，大到人生的理想追

求，我们无话不说。”父母告诉他：“不论前

方什么坎坷什么阻碍，只要你认为是对的，就

往前闯，我们是你永远坚实的后盾。” 父母

总喜欢用一句话教育他：学，就要认认真真地

学；玩，就要痛痛快快地玩。这句话陪伴了他

十几年。郑琦说：“它让我学会劳逸结合，它

让我学会专注，更重要的，它也教会了我做人

做事的道理。”

爱好广泛，均衡发展
郑琦的爱好十分广泛。他喜欢读书，走到

哪，身边总是喜欢带着一本书。他喜欢练字，

有事没事总爱在洁白的纸上涂涂写写，能写得

一手不错的字。他喜欢旅游，对世界上的雄奇

风景和建筑总是有别样的钟爱，恨不得一日将

它们看遍。他喜欢音乐，萨克斯是他的特长，

也是他的最爱。“我也喜欢玩爵士鼓，喜欢爵

士鼓那种狂放的感觉，可以把内心的激情淋漓

尽致地表现出来。”他还喜欢运动，篮球和中

长跑是他的特长。郑琦和父亲一起打过球，和

母亲一起赛过跑，这些活动让他和父母的关系

更近了一步，让他真正感受到父母是自己的朋

友，同时也更增加了他对运动的喜爱。

在工作方面，他曾多次荣获校级优秀学

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团员、十大学生

标兵。

作为寝室长，他能积极带领寝室成员搞好

寝室卫生、就寝纪律等，这也锻炼了一份吃苦

耐劳的能力，更让他深刻体会到以身作则，严

于律己的重要。 

清华情结
郑琦第一次了解清华是在高一刚入学的

时候，班主任请来了两位考上清华的学长，

来给他们介绍即将开始的高中生活。在听他

们介绍时，郑琦被他们举手投足间流露出来

的一种气度、一种精神所吸引，感受得到，

却把握不到。

后 来 一 次 偶 然 的 机 会 ， 他 又 遇 到 了 几

位来自清华和北大的学长学姐，“但是可以

明显地感受到，清华的学子身上流露出的一

种精神与气度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北大的

学长所表现出的书卷气也很独特，但是清华

的精神却更让我向往。”郑琦说，“听说清

华的‘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口号，感受

到清华的独特精神，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

神，是能够鼓舞人为祖国的富强繁荣做出卓

越贡献的精神。”

“清华与中华早已牢牢地绑在了一起。所

以，清华人应该是有着为祖国奉献的目标、应

该了解民生时事、了解社会动态的人才，而不

是‘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这种人才，

是我希望能够成为的。”郑琦自豪地说。

郑琦：认真地学 痛快地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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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宁，来自浙江省镇海中学。高考724分，加

上物理竞赛加分，以总分734分、浙江省第二名的优

异成绩进入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

镇海中学是浙江省数一数二的高中。物理竞赛

可以说是使他进入这里的关键因素。然而在刚进入

高中物理小组时，他的排位很靠后。那时他给自己

定下一个原则：至少不能被淘汰或自动退出。在最

后的考验——物理竞赛来临之际，出现了一个小插

曲：高三骤然加重的复习负担和在初赛中的糟糕表

现，使他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突然有了想要

放弃的念头。这时，物理卢老师那句“你自己不去

争取，那就谁都帮不了你”激励了他。王子宁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决定重回物理小组。经过一个多月

的刻苦复习，终于获得了省赛区的一等奖。虽然最

终仅以一名之差无缘决赛，但王子宁说：“在对物

理的探索中，我接受了很多大学教授的授课，对自

然、对物理规律有了更深的理解，也体会到了科学

的魅力。”

王子宁第一次接触钱

学森力学班是在清华的自

主招生过程中。在AAA 测

试后，进行专业面试选择

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钱班。可是在之前的语言

测试中，他忘记了将英语

完形填空的答案涂到答题

卡上。发现这一失误后，

王子宁与他的父母都十分焦急担心，但他并没有因

此放弃下面的考试，而是利用一个中午的时间很快

调整好了心态，最终得到了AAA测试“优秀”的认

定。虽然最终遗憾地没有进入钱班的专业面试，但

他在高考过后仍是坚持自己的最初意愿，选择了钱

班。最终如愿以偿。

进入了清华园，王子宁保持着他追求卓越的心

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成了他新的座右

铭。

王子君，毕业于浙江

省杭州第二中学，以2011 

年浙江省文科高考第一名的

成绩进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经济与金融国际班。

王 子 君 的 上 学 经 历

颇为丰富，曾在河南、海

南、浙江等地都上过学。

一年级在她的家乡河南信

阳读完，二年级来到父亲所在的三亚，三年级时又

回到信阳。她说小学时光对她影响最大的是在三亚

的那一年。在教学环境相对轻松的海南，河南教育

为她打下的良好学习基础和学习方法让她迅速从海

南的学生中脱颖而出，这一点无疑给了她非常大的

自信。同时，三亚小学的轻松环境让王子君发掘了

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这样特殊的经历，让王子君

收获了自信、兴趣与感性，现在想来，可能也是她

进入清华的基础。

小学毕业，王子君随母亲来到杭州，从初中保

送进入杭二中这所在浙江省数一数二的高中。这让

她心中的危机感和压力再次爆发。王子君在高一的

表现确实很普通。高二文理分科后，王子君进入文

科班，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路，再一次通过自己

的努力进入年级的第一梯队。

除了学习，王子君高三生活的一大特色就是

看小说，这成为她调节压力的好方法。高三的最后

时期，考试成为王子君和她的同学们最好的休息时

间。因为考试的那个时期时间安排比较松，他们会

在考试间隙讨论毕业旅行，会在模拟考试后一起出

去吃一顿模拟散伙饭。因为这些活动，王子君的高

三其实过得相当轻松愉快，用她自己的话讲，就是

享受。而现在，她说，她要去享受清华。

王子君：自信沉稳 享受清华

王子宁：追求卓越的犟小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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