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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张 莉
15他山之石 2013年2月1日

西中三年于弹指一挥间过去，高考中平稳
的发挥让我收获了 677 分的成绩。看到成绩
的那一刻有释怀，有解脱，但更多的是深思。
风平浪静也好，跌宕起伏也罢，也许是时候该
有个小结——我的 18年。

家庭与学校家庭与学校，，导航我的征程导航我的征程
我出生于杏林之家，从小便受到父母认真

严谨的处事态度的熏陶，为我的性格打上了
重要的底色。妈妈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因
此她对我有着严格的要求，让我渐渐学会了
注重细节，学会了脚踏实地，学会了努力学
习。她也以她对别人无私的关怀影响着我，
让我明白了爱与尊重、忍让与付出。爸爸有
着足够令我仰望的睿智，尤其是在高中的学
习生活中，这睿智让我收获不少。他告诉我

“天道酬勤”，告诉我“要认识规律并顺应规
律”，他总能在我迷惑时为我指点一二，不说
的那般透彻却总能让我在思考后恍然大悟，
他教会我用心感悟、从善如流、自信乐观。多
年来我的每一次进步，都能找到他的影子。

如果说父母是在习惯与性格养成上对我
影响很多，那么学校便是以知识助我充实的
场所。我的求学之路还算得上一帆风顺，从
后宰门小学到汇知中学再到心仪的西安中
学，每一处都有我的无限眷恋，也都留下了我
成长的足迹。小学时我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学
习基础，初中时便多了一份对知识的深层理
解与灵活运用，高中的学习生涯使我提升更
多，不仅使我获得了更多的知识、更强的能
力，更是以“国际视野”等开放的教学理念令
我获益匪浅。在这里，还有许多优秀的老师
为我指点迷津。当我惴惴不安时有老师教我
笃定理想：“多好啊！只求一个没有遗憾的结
果。”在我有些走偏时有老师提醒：“如果方向
的选择上有误差，那么跑得越快，偏离的也就
越快。”在我迷惘焦虑时有老师教导：“心不能
怯，怯是没有用的。”在我高考前最不安紧张
时有老师的关怀：“把心态放平和，相信自己，
能考多少是多少。”每句话都出于肺腑，都是
真心的帮助指引。

家庭与学校，在我的十八年里都扮演着举
足轻重的角色。它们导航了我的大方向，让
我成功踏上了属于自己的征程。

过程过程 我喜欢全力以赴我喜欢全力以赴
记得高三时大家都爱在看得见的地方写

下激励自己的话，其中有一句令我感触很深：
“你有什么理由不让自己全力以赴？”我很喜
欢说的一句话便是：“我只求一个没有遗憾的
结果！”为了这样的结果，过程中我必须全力
以赴。

1.习惯，是一种力量
也许有人会问：“你是如何做到全力以赴

的？”我会说：“全力以赴是一种习惯。”反思过
去的 18 年，我才突然意识到习惯是一种多么
强大的力量。当我已习惯在别人玩的时候静
下心来看书，便无人能强迫我从众地浮躁；当
我已习惯用心感悟自己身边的人和事，便无
人能强迫我混沌地过活；当我已习惯了用自
己的努力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便无人
能强迫我得过且过地应付差事；同样地，当我
已习惯了全力以赴，便不会再有什么犹豫。
好的习惯就是这样，是一种足以将你推动的
强大力量。

2.眼光，决定了高度
“你能走多远，取决于你能看多远。”曾经

的我将安于现状看做一种洒脱与淡泊，但如

今的我开始明白那只是自己为懒惰与不思进
取寻找的借口。只要你想实现些什么，你便
必须有足够长远的眼光。人无远虑，便必有
近忧。长远的眼光才能让你看到自己想要的
是什么，才能让你有兴趣对生活做出规划，才
能让你井井有条遇事从容，才能让你有不竭
的动力，才能让你不断升华。这也是我觉得
自己需要增强的地方，做个井底之蛙便永远
只能看到碗口大的天空。

3.心态，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走偏
还记得初上高中时自己的心态，那是上进

心膨胀后第一次对知识与进步纯粹的渴望，
不掺杂念，珍贵而美好。刚开始虽也在物理
上拿过不及格，但心态平和，知道是自己初中
基础不够牢，再努力便会有进步。于是，我开
始了更加勤奋的学习，成绩在步步提升；但有
些东西也在悄悄变化着。我开始担心自己的
分数与名次，考了第二名还想争第一，本是附
属品的东西被我看得比知识更重要，开始焦
虑，开始迷惘。一边是老师说的：“一定要把
心态放平和”，一边才发现自己何时已变得这
样本末倒置。当高考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我
明白了许多，心态是十分重要的，却也总在你
不经意间走偏，需要你不断地矫正，不断地反
省，不断地感悟才能将其扭转回来。

4.用心，一切便都会不一样
正所谓“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有

用心对待，才算是真正的经历过。无论做什
么事，用心的人总能领略到更多，总能获得更
多收获与乐趣。回想自己做过的事，只有是
用心做过的才有深刻的印象，才能做出成
绩。也许这也是“付出与回报成正比”的另一
种证明。总之，“用心”是能让许多都变得不
一样。也只有用心走过了这些年，我才能对
自己的成长有话可说。

结果结果，，拿得起便要放得下拿得起便要放得下
我曾经以为耕耘便必会有收获，但在自主

招生考试中仍以九分之差与理想学府失之交
臂。甚至在高考时我也想过没有一个好的结
果，怎么对得起家庭学校和我多年来的付出，
但当高考成绩不如自己想象的好时，我开始思
考如何看待付出与结果才算理性：突然发现自
己曾经享受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的
一切，那又何必那么在乎那一点点得失。

不妨谈谈德国足球队，这是我十分喜欢的
一支球队。它有着战车般碾压对手的气势，有

着专属日耳曼民族的坚强意志，有着绳一般团
结的力量。2012 年的欧洲杯让我在同以往一
样观看它为我带来的精彩赛事的同时，也使我
对胜负有了更多的感悟。半个月前，德国队被
认为是夺冠最大热门。一周前，他们仍被许多
专家看好将杀入决赛。但到了6月29日凌晨4
点40分，一切都变了。当意大利成功阻止了德
国战车，他们的夺冠呼声也随之消于无形。当
我心情沉重的看完那场比赛后，我在想连胜的
德国队怎会这般狼狈地败下阵来。我开始研
究有关的报道，分析德国队存在的问题，后来
终于有了答案：是的，关于胜与败，有时就是难
以预测。战术上一点小小的失误，用人上的考
虑不周，敌我相克的技巧或气场，便都能使成
败逆转。既是如此，又何必那么在意成败与
否，需要的只是在失败后总结教训，成功后总
结经验而已。

正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什么事情
都不能排除运气或偶然的影响，我们能做的只
是付出自己的努力，向目标进发。至于结果，
相信“天道酬勤”的同时也应试着坦荡接受。

当我终于开始察觉到这些，我才真正理解
了“没有遗憾的结果”的深刻含义。

未来，我希望自己克服波折，继续成长
当我终于敢于回顾自己的十八年，我真的

发现自己多了不少勇气。十八年来虽说一路
还算顺风，但小波小浪也不断。我开始明白成
长是一种痛，我也开始相信未来仍有数不尽的
困难在等着我去面对，我希望自己能从中学到
更多，成长更快。正如黎牧星所说：“我相信有
一天，我流过的泪将变成花朵与花环，我遭受
过千百次的遍体鳞伤，将使我一身灿烂。”

家长李金祥感言：
看到这篇文章，感到很欣慰。孩子长大

了，有了自己的思想翅膀，多年的耕耘总算有
了结果，这里面有她自己的努力，有家庭的付
出，更多的是学校、老师的辛勤教导和忘我的
工作，感谢学校，感谢老师，你们辛苦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18
年过去了，孩子完成的只是她的基础教育，人
生才刚刚起步，今后的路还很长，也会更加辛
苦，希望她今后坚持“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
上下而求索”的学习态度，快乐学习，开心工
作，戒骄戒躁，克服困难，取得更大进步，以更
加优异的成绩报答她的母校、她的老师。

(鱼望月老师特别推荐)

今年是我高中毕业的第三个年头
了。三年不算长，但是也绝对不短，特
别是当我知道连高 2013 届的学弟学妹
们都已经进入自己的高三学年时，我发
现高中生活的确离我远了。幸运的是，
关于高中的记忆还很清晰。三年时间
虽然短暂，但这可能是对一个人影响最
大的一段时间，只要把握住机会也同样
可以是非常精彩的一段时间。

高中三年恰好可以按照学年划分
成三个阶段：高一是初入高中的全面
适应与探索阶段；高二是文理分科适
应期和初步定型阶段；高三就是目标
明确的调整与冲刺阶段。我想，从我
给三个阶段起的名字上大家就能对各
个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解决对策有
所思考。

高一，初入高中的新同学急需转换
以往的学习思路和生活习惯，同时适应
新环境的方方面面——学习、课余生
活、人际关系等方方面面的内容。首
先，高中以前阶段的知识自身联系紧
密，系统化程度高，而高中开始的知识
呈现出既有整体概念又有零散知识点
的特点，对同学们归纳总结、建构体系
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
及时转变学习思路，只是机械记忆和练

习而不去系统学习知识的内涵与外延，
效率就不会很高。至于课余生活的变
化，则是与西中这所学校的特点息息相
关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寄宿制生活，二
是丰富的社会活动。其中的各种新鲜
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唯一的共同点是
自我塑造的机会更多了，换句话说就是
高中更靠自觉性。在自我规划中逐渐
适应，在适应后找到方向，特别是面对
文理分科的方向。

高二，为什么又有了一轮适应期？
为什么定型还是“初步”的呢？文理分
科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班级组成的变
化需要适应，二是文理科学习都需要寻
求新思路新变化。文理分班会形成一
部分新的集体，而高中时代三分之二的
时间都将在这个集体中度过，同学们如
果能主动地融入这个集体将对之后的
学习、生活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更值
得注意的就是课时安排上的变化，文科
同学的理科课程少了，理科同学的文科
课程也少了。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并不
能放松，由于学业水平考试的存在，文
理科课程都不能落下，因此在时间和精
力上要注意合理的分配。这一阶段是
文理科学习内容开始分化的时期，是转
型期而非定型期。因为同学们在这一

阶段刚刚开始专门性的文科或理科学
习，正在养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习惯，
可能在高三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也可
能还有不少问题需要纠正。

高三就很明白了，比较“急功近利”
地讲，在这一时期掌握得分技巧的重要
性不次于掌握知识点本身。以文科为
例具体展开，进入高三后就要根据自己
的问题进行有针对性地调整，有策略地
巩固强项、补强弱项，让看似孤立的知
识点形成网络。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
是分析自己的错误，特别是试卷上的错
误。通过分析错误，我们获得的是分析
题目的逻辑思考顺序和具体技巧。最
后，健康的作息和好的心态是在考场上
正常发挥自己水平的有力保证。

三年也就是一千多天，这一千多天
可能被浑浑噩噩地浪费，也可以无比充
实地度过。记得我的班主任李燕娥老
师曾在给我的学年评语中写下过一句
话，“四十岁时的成功源于十八岁时的
努力”。进入大学后，我得知曾任美国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霍姆斯先生也
曾讲过，“他灵魂的欲望是他命运的先
知”。其实说的都是未来如何，从现在
的追求和努力程度上就能够看出。

所以，大家准备好了吗？

潘驿炜：高2010届校友。在高中期间，曾担任班长、校共
青团副书记、学生会主席、学生委员会主席等职，出任陕西省
学联会副主席，全国学联委员，曾获省、市优秀学生干部，西安
市十佳中学生、校年度特优生、年度优秀摄影记者、通讯报道
先进奖等。2010年考入北大法学院，任班级团支书，共青团北
京大学委员会社会实践（志愿者工作）部副部长、北京大学法
学院第十八届学生代表大会学代表、常务代表委员会委员，获
北京大学法学院2010年度新生杯辩论赛冠军、“京都杯”北京
大学法学院第三届模拟法庭大赛最佳代理人、北京大学法学
院优秀团干部、2012年首都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先进个人等。

我 的 十 八 年我 的 十 八 年我 的 十 八 年
李佳琪李佳琪，，女女，，高高20122012届校友届校友，，高考成绩高考成绩677677分分，，考入上海交大医学院考入上海交大医学院。。

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
———思考已经过去的高中和可以预见的未来—思考已经过去的高中和可以预见的未来

潘驿炜潘驿炜:: 高高20102010届校友届校友，，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大学法学院

对西中北大学子潘驿炜的远程采访

编者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
之石》开办几期以来，受到师生的欢迎。
对西中校友的远程采访，得到了校友们的
大力支持。在这里，我们展示校友们丰富
多彩的大学生活，分享他们获得成长与进
步的感悟和经验。这是学子们献给母校
的一份珍贵礼物，也给同学们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帮助。在此，我们特
别感谢鱼望月老师推荐的2012届优秀学
生的文章，也热忱欢迎各位老师和同学向
你知道的西中校友约稿。来稿请发邮箱：
327373078@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