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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预则立、不预则废”。
我们还可以这样说：“育则立、不育则废。
”教育对每个家庭米讲都是一件大事，培育孩子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如果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们把教育孩子过程中每一个细小的环节都能够事先考虑周到，那么就会顺利、
成功把孩子培养成才，反之，就会走不少弯路。
　　父母如果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早知道”，就不会恐慌。
从孩子呱呱落地那一刻起，大多数父母除了喜悦之外，并没有做好如何教育孩子的心理准备。
牛顿最为人熟知的一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如果我看得更远的话，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一卜”
。
如果父母能够做到“早知道”，那么，孩子从出生到成长、成才，就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步步走向
成功。
　　老师如果在培养孩子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早知道”，就会适时地提醒孩子们——你们很可能会遇
到这样的问题，你们应该如何面对和处理这些问题。
　　孩子们如果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做到“早知道”，那么，就会事先在心理上、行动上做好准备，
也许在同一条起跑线卜，就会比其他的同龄人起步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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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目的，本书旨在帮助小学新生及其家长提前预知高中三年即将面对的问题，是看得见的“预防
针”；及时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是买得到的“后悔药”。
    本书的内容，本书依据教师、家长、学生的口述记录择善而成。
选择的标准有三：一是必须的小学、小升初考试的过来人；二是必须真实可信，言之有物；三是每人
仅限一篇，必须写小学六年印象最深的事情。
    本书的编排，本书包括上、中、下三篇，分别收录小学学习、小学教育和小学初考试前后过来人给
后来者的忠告。
另有附录，下列“小学六年大事年表”等内容。
    本书的对象，本书适合小学新生及其家长使用，也可供教师、研究者及一切关心孩子成长的读者参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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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高中学习早知识　　假若时光可以倒流　　我的忠告　　假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要考名
校，一定要狂学外语⋯⋯　　我的记忆　　约稿的老师让我谈谈高中三年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并以
此为据，给师弟师妹们一点忠告。
我想了半天，想不起高中三年有什么记忆特深刻的事。
如今满脑子都是这两年应聘找工作的种种辛酸和狼狈，由此出发，倒真是有不少话想和师弟师妹们聊
聊。
　　我在武汉一所大学上的本科一一哪所大学就不说了，反正在武汉估计连前10名也进不了。
尽管牌子不太硬，但我对找工作仍信心十足：就凭咱这1.78米的帅小伙，又早早就拿了英语4级证书，
计算机2级证书，再加上7份三好生、优秀干部奖状，优秀毕业论文奖状，咱也不太贪心，就找一份月
薪2000～3000元的工作，能难到哪儿去。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嘲弄了我，不知去了多少次招聘会，不知跑了多少个人才市场，不知递了多
少简历，一点儿动静都没有，比我原来料想的最差的结果还要差。
原因嘛，与我不是出身名校有很大的关系。
多少次我都看到招聘人员一看简历上的校名，便面无表情地把我的应聘材料放到最厚、最高的那一堆
去了。
什么几级证书，什么奖状，人家连看都不看。
　　人总要吃饭，最后我不得已与一家二三十人的小公司签了约。
这是一家推销、代销计算机硬件及域名的小公司。
我名义上说是市场部主管，其实整个一苦力。
当我扛着几十斤重的纸箱去给各大商场送货时，柜台的营业员都以异样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主管”。
当我费尽口舌向一个根本不懂什么是域名的老板推销时，几次差点被当成骗子赶出去，这么干了几个
月，真是身心疲惫，看不到一点前途。
　　现实是冷酷的，现实能为我这种学校背景的人提供的，或许就是这种工作。
有时我扛完大包，累得坐在百货商店的楼道上，喝着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自来水，看着一位位花枝招
展的女中学生走过来走过去，心里真恨不能时光能够倒流。
假若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要考名校，一定要狂学外语⋯⋯　　当然了，时光不可能倒流，而我又不
愿意这么一天一天混下去。
干了半年多，手里有了几千块血汗钱，我立刻就辞了职，在武大附近租了个房，专心致志地准备考研
。
师弟师妹们，祝我好运吧，当你们看到这篇文字时，也许我已经徜徉于某一名校的校园里了。
　　我的思考　　各位师弟师妹，一定要考名校。
不要听信有人说什么北大毕业了卖猪肉、穿糖葫芦，那代表不了北大。
　　各位师弟师妹，一定要学好外语。
如今外企招聘，基本都是全英语（或别的语言）了。
外语不行，这扇门就关上了。
　　上重点高中，上重点大学，这是一条最起码的人生道路，千万不要等到在招聘会上碰得头破血流
了，在某个公司气得半死不活了，才认识到这一点。
记得钱钟书先生的小说《围城》中打了一个比方，说教授如同夫人，副教授如同妾即小老婆，讲师如
同通房丫头。
借用这个比方，重点大学就如同夫人，一般院校就如同妾，大专、中专就好比通房丫头。
在招聘单位看来，一般院校和大专、中专，就如同小老婆与通房丫头一样，也没有多大区别。
而重点校和非重点校，差别可就大了，通房丫头扶正为小老婆的事很多，而小老婆转为大老婆的事就
少见了。
听同学说，有的单位还关心你中学是在哪儿上的，是重点中学还是非重点中学。
这么下去，总有一天要问你小学在哪上的，幼儿园在哪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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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　　前30年靠应试，后30年靠素质　　我的忠告　　对于普通百姓的孩子来说，中考、高考
、考研、考公务员⋯⋯都得靠考。
　　我的记忆　　我今年45岁了，孩子上高中了。
但我今天不是以一个家长的身份，而是以一个比各位同学早毕业20多年的师兄师哥的身份，讲几句忠
告。
　　不少同学，尤其是城里的同学，都比较痛恨应试教育，崇尚素质教育。
这符合世界潮流，自是无可厚非。
但从我这20多年的人生经历中，看到N多的人，素质不错，但都被素质远不如他们的人一个一个地超
了过去。
因为那些人有应试教育的功底，中考、高考考得比你好，人家就上了比你强的高中、大学。
这且不说，参加工作以后，人家又凭着应试的本领，或是考研，或是考公务员，设法改变了自己的命
运。
而素质不错但应试功夫欠佳的人，如果家里靠不上，就只能靠自己了。
而普通百姓的孩子，要靠自己又会有多少门路呢？
为什么如今考研、考公务员的人那么多，不还大多是找出路的普通百姓的孩子吗？
　　人到中年，看问题应该比较全面了。
中国的应试教育是有很大问题，包括考研，分高的人不一定具备研究能力，而研究能力强的人又不一
定分高。
所以海外知名学者海德格尔曾讲过，录取研究生，除了分数，还应多看对专业是否热爱。
这是对的，但这种“热爱”怎么评定呢？
操作起来也确有难度。
　　话扯远了，我说这些，无非是想跟师弟师妹们说清以下几点：　　一是应试教育是有可恨之处，
但这毕竟是目前普通百姓的孩子尚能享受的一个相对公平的机会，不要放过。
　　二是应试选拔出来的人未必是最优秀的，但也一定是比较优秀的。
那种认为分高必定低能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三是应试教育在你人生的前30年的作用，要远远超过素质教育的作用。
对这一点，一定要有清醒的估计。
　　我的思考　　我说这些，不是说鼓励大家都去做题，专事应试，不重素质。
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想告诉一些素质不错的孩子，应试教育未必好，但是目前离不了。
还是多投入一些时间、精力在应试上，等到你考上了重点中学，考入了好的大学，再多花点时间在素
质教育上也不迟。
这个顺序是颠倒不得的。
有不少素质不错的孩子，上了个一般大学、一般专业，找不到出路，结果在大学也顾不上什么“素质
”，而又去忙着考研，考公务员，这样的人生道路，比前面一种又强了多少呢？
　　重视强科中的弱项　　我的忠告　　高考中的很多同学败在了弱势学科上，但也有些同学并无弱
势学科，但却败在了强科中的弱项上。
这必须引起重视才行。
　　我的记忆　　我在清华大学附中工作，教数学。
每年高考分出来后，我常爱做的一项工作，就是将这些孩子高考分与他们平时的成绩相比较。
如果觉得差不多，就放过去，如果觉得是超常发挥或低于平时水平，就记下来，有机会找孩子聊一聊
，甚至让他把自己的估分写下来，找找原因。
　　通过这么几年工作，我大致摸到了一点门道。
那些高考成绩低于期待值的好学生，其原因往往并非数学这一科弱，也不是别的学科弱，有弱势学科
，而是因为在数学这一科中有薄弱环节，从而造成整个一门得分不高。
　　再结合平时成绩一看，问题就更清楚了。
比如有一位男生，数学虽然是强科，但模拟考试成绩不十分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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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十分稳定的原因是数学中存在着一些薄弱环节。
当模拟考试中没有涉及薄弱环节的考题时，考试成绩是理想的；当然模拟考试时出现了这些薄弱环节
的考题时，考试成绩就不太理想。
于是这些薄弱环节就成了这个学生成绩始终保持优势的瓶颈障碍，有时这也会成为高考时的一个心理
影响因素。
比如，在高考时，一拿到试卷，发现某题正是自己不擅长的薄弱环节题目时，心里就不禁慌张起来，
从而影响整个学科的分数。
由此看来，我们不仅要重视弱科强化的问题，还要重视薄弱环节强化的问题。
我们说，在优势不太稳定的强科上要保证一定的学习时间，主要就是指这个意思，这些时间应主要放
在薄弱环节的强化上。
　　当然，相对于弱科强化来说，薄弱环节强化要容易得多，因为毕竟知识量要少得多，但也要做相
当数量的习题，进行相当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办到。
比如高中数学中的立体几何是你的薄弱环节，那么你要遵循从概念到公理到定理的顺序进行理解，也
要遵循从基础题到中档题再到高档题的顺序进行解题，这样你才能稳步将薄弱环节转化为超强环节。
　　我的思考　　在高考复习阶段，不妨分析一下，自己有没有这种“强科中的弱项”的现象。
办法很简单，就是分析自己历次考试的丢分情况。
如果发现自己丢的分相对集中于某一块时，那么大致可以断定这个板块就是你的强科中的弱项。
接下来，就应研究如何在复习中设法补上这一弱项了。
需要指出，对于“不能有弱势学科”已讲得很多了，不少同学都在高考复习阶段把很大精力用在提升
弱势学科上。
但对于“强科中的弱项”，平时讲的少，也比较容易受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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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中三年早知道：中国学生成长经验访谈之3》是知心姐姐·教育家卢勤倾心推荐！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准备。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预防。
只有早知道，才能早奋斗。
教育、家长、学生：回顾自己在教育与教育过程中的难忘往事，惨痛教训，是基础教育领域第一部大
型口述实灵。
　　过来人告诉后来者：在高中三年一般会出现哪些问题，当时自己在这一问题上有些什么经验，栽
过什么跟头。
是看得见的“预防针”，买得到的“后悔药”。
　　后附“高中三年大事年表”：对高中三年的学习、生理、心理等均有介绍，一索即得，一目了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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