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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鹏：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有人说，兴趣是一种动力。一个人，无论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是他比较感兴趣的事，那么他一定非

常愿意去做。即使再苦再累，都心甘情愿去做。兴趣好比路灯，引导你走向成功。
张鹏，2009年以680分荣获漯河高考理科第一名，考入北京大学元培学院。他的成长经历有哪些？又有哪

些体会与大家分享？近日，记者采访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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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一个幸福的教师之家，父母
都是中学教师，从小在学校里长大，也算
得上是别人口中爱学习的孩子。不过，我
也不算是纯粹的学习机器和考试天才，从
小学到高中，虽然也考过不少第一名，但
在我看来，名次从来就没有那么重要。对
于青少年阶段的人来说，知识的学习和性
格的培养往往对以后的人生起着决定性的
意义。

说到排名问题，我想起曾经遇到的一
幕。上高中时，一次在学校外面吃晚餐，
旁边有母女二人刚好也在吃饭，妈妈在那
儿批评女儿没有考第一名，女儿伤心地说
数学只考了98分，没有得满分，所以只考
了第二名。看到这一幕，我心里很受触动。

很多家长只会看到孩子直观的排名，
而不去关注考试背后的问题。在我看来，
第一名和第二名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考试
的意义不在于给出一个冰冷的排名，而是
让我们找到自己的问题所在。妈妈应该关
注的不是为什么女儿没有考第一名，而是
为什么题目会做错，是自己没掌握那个知
识点，还是仅仅因为粗心大意，然后帮助
女儿去改正这些错误。所以，排名只是对
学校有用的硬性指标，对于个人来说，不
必要太过看重，真正重要的是自己学到了
什么。

不要太看重考试名次

就学习经验来说，每个人都没有固定
可循的方法，关键是要依靠自身的体会摸
索总结出适合自己的方法。千万不能生搬
硬套，看别人怎么做，自己也怎么做。别
人的经验方法只是可供借鉴，最终还是要
转化成适合自己的方法。比如，有人白天
学习效率很高，所有学习任务都能很快完
成，而有人就适合晚上挑灯夜战。如果你
本身不适合晚上学太晚，而硬逼着自己晚
上熬夜，就会影响第二天白天的精力，反
而浪费更多的时间。另外，不同的人智商
也有差别，有的人看一遍什么都记住了，
而且能举一反三。有的人就需要反复琢
磨，甚至需要让人讲解帮助才能运用一
二。所以，所有的方法经验都没有优劣之
说，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擅长理科，文科相
对薄弱一些。但是不管是擅长的理科，还是薄
弱的文科，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点就是上课一
定要认真听讲，不要走神，不要睡觉。

对于很多聪明的同学来说，也许课堂上老
师讲的东西，他们已经通过自学掌握了，老师
讲的时候就感觉无聊，不想听，然后睡觉或者
干别的。但是我想对这些同学说的是，对于中
学知识来说，尽管比较简单，但是考察的知识
很琐碎，尽管你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可以系统

掌握这些知识，但是总可能会漏掉一些细节性
的知识点，这些零碎的东西尽管对你系统脉络
的理解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却会在考试中出
现的时候让你在无意中犯错。

一般来说，我们的老师都在中学教育里沉
淀了多年，对于这些会考到的零碎知识点在课
堂上一般都会提到，如果你没在课堂上掌握它
们，也许就得在自己的错题中去总结了。所以
我最重要的经验就是，不要浪费课堂上的 45
分钟。

不要浪费课堂45分钟

对于高中生来说，老师以及家长的要求
一般都是要努力学习，不要分心去干其他事
情。而我的观点是，在学习的过程中，要逐
渐接触各个学科，了解学科与社会的联系，
慢慢尝试，逐步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十六七岁已经接近成年了，心智也在逐
渐成熟，要在学习之余思考自己的人生，想
一想自己为什么要学习，明确自己的目的。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找到自己有兴趣的事
情，就自然有了更充足的动力。所以，如果
你发现自己对哪一方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就一定不要局限于课本所讲，多去找找课本
以外的知识。现在的网络已经相当发达，总

可以找到相应的书本来开拓你的眼界。高中
的知识一般来说比较局限，也许你很感兴趣
的学科在有了更深的接触之后就会发现，或
许那并不是你想要的。比如，我认识的很多
人高中时候都很擅长物理，甚至参加物理竞
赛拿了很好的名次，可是在大学期间随着更
深入地学习，慢慢发现自己内心并不是真的
那么热爱物理，也逐渐在物理的学习上失去
了动力，但是相应地在其他方面诸如计算
机、航空、经济等领域找到了兴趣和动力。
所以，兴趣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找到，需要
你不断深入地去探索和学习，兴趣来源于你
的内心。

慢慢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

报志愿本来应该是和高考同等重要的事
情，却被大多数人忽略。

我上高中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对报志愿并
没有什么太多的认识，三年来都是为了高考而
学习，对于报志愿完全没有太多的考虑，只是
到了高考完之后，估完分，根据自己考试的情
况，然后看看一些机构给出来的学校排名以及
往年的分数线，看看能上哪所学校就报哪所学
校。报考哪所学校，学习哪个专业，不应该是

考完试那十几天内就可以决定的，这应该是在
高考前就该设好的目标。你要根据自己的兴
趣，根据不同学校的风格，来决定你要报考的
学校和专业。很多人只看学校名气，只看专业
热度，最终进了大学，却发现对大学的课程提
不起兴趣和热情，最终只能浑浑噩噩地度过。
也有很多人也许高考成绩并没有那么高，却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大学期间能够刻
苦奋斗，也能获得很好的未来。

报志愿和高考同等重要

另外，我也可以略微谈一下我眼中的北
大和清华的区别，给迷茫的同学一些介绍和
认识。简单来说，由于院系调整等历史原
因，北大在理学、文学、历史学、哲学、经
济学、管理学、法学、医学等学科方面都处
于国内的顶尖水平。而清华一般来说工科独
大，处于国内霸主的地位。

从两个学校的院系设置也能认识一二，
北大的院系一般以学科命名，比如数学学
院、物理学院、工学院、外语学院、法学院
等。而清华的院系多以具体的工科种类命
名，比如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热能工程
等，当然除了优势学科。近些年来，北大清
华也都在自己的劣势学科上花了很大工夫，
北大工学院，清华经济学院、理科院系等都
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并且也都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所以，对于北大清华来说，本
就没有太弱势的专业。

另外，两校的学术氛围也有很大的差
异。北大的各个学科一般更加偏重于学术，
而清华的学科会更加偏重于应用。同样为物
理系，北大的学习更偏重于理论，课程设置
也是各个领域的理论学习，而清华的要更偏
重于实践的应用，这与它工科学校的底蕴有
一定的关系。

两所学校最大的差别应该就是学校精神
的差异。北大崇尚自由，清华崇尚严谨，这
也许是最主要的差异了。在清华，入校之后
仍然有辅导员进行管理，有集体自习，所以
即使自觉性再差的人毕业之后也不会差到哪
儿去。在北大就不同了，北大是个性的天
堂，没有人在意你想做什么，怎么做，你可
以尽情释放你的才能，但对于自觉性差的人
来说，一入北大，就失去了管制，开始沉沦
下去，最终浑噩地度过四年，一无所成。在
清华，你关注的主要还是学习，而在北大，
你除了成绩之外，有更多展示的舞台。

我希望高中能设立一些兴趣小组，引入
一些大学的教程，不一定为了竞赛，而是开
阔学生的眼界，让他们能够提前了解一下大
学里学的是什么。另外，最好能设立正规的
计算机课程。我相信很多人在大学第一次接
触计算机语言编程都会感觉到一些吃力，而
一些大城市的同学却得心应手，就是因为他
们接触得更早。而计算机语言编程的入门本
来也就只用到很基本的数学，只要习惯了那
种思维，就能很好掌握。

我眼中的北大清华

张鹏，1991 年出生，舞阳人，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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