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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母亲，因为爱

暂别学业$只因亲情难再

程菲从小就聪明好学，从重点小

学读到重点中学，以她的成绩，考上重

点大学并非难事。但这一切，都随着她

母亲在2006年患上宫颈癌而改变。

程菲也作出了一个出乎大家意料

的决定：休学，陪母亲度过最后一段时

光。“当时，我们都反对她休学，但她认

为，学习可以日后拾起，亲情不能重

来。”程菲的姑姑程多娣回忆说。

对于17岁的程菲来说，这是非常

艰难的半年。因为癌细胞扩散影响到肾

脏，母亲不能排尿，必须每天做透析。高

昂的治疗费用掏空了程菲的家，最困难

的时候，她连6元的盒饭都买不起，同

时欠下医院近两万元医药费，每天都得

忍受护士“多少交点钱”的催促。

在最绝望的时候，是陌生人给了她

温暖和帮助。了解到她母亲的不幸遭

遇，一些从全国各地赶来的陌生人会给

程菲悄悄留下几百元。

2007年7月3日，母亲离世，办

完后事的第 3天，程菲就回到了校

园，随原来的班级进入高三。

高考结束后，程菲没有考上理想

的大学，同时深知家里的积蓄已花在

为母亲的治疗上，她没有填写高考志

愿，而是走上了打工之路。

帮助别人$无论有多艰难

在社会上漂泊了两年，没有文凭，

同时缺乏知识和技能，她找不到心仪的

工作，只能打零工维持生活，比如在超

市做牛奶促销员，一天的收入是35元。

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她没有忘

记帮助他人。母亲患病做透析时，因为

血液浓度太高，在透析前必须先输血，

这让程菲了解到献血的重要性。母亲

过世后，她曾跑去献血，但因为未满

18岁被拒绝。

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她加入了

义务献血的队伍，找到了帮助别人的

一种方式。第一次献了 400毫升全

血。当她了解到如果献全血，必须间隔

半年以上，而成分献血仅需间隔 1个

月，而且成分血的作用效果更明显时，

她坚持选择成分献血。

几年来，她先后献血 13次，累计

献血量超过 1万毫升，因此获得卫生

部颁发的“无偿献血奉献奖”银奖荣誉

证书。

后来，程菲又登记成为器官捐献

志愿者。虽然父亲极力劝阻，但她毅然

在捐赠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程菲说：

“母亲住院期间，我见到了太多死亡。

在透析病房里，甚至有 20来岁的年

轻人焦急地等待着器官来源。那种眼

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走进大学$重拾青春梦想

在打工的两年里，程菲对知识的

渴望越来越强烈，于是她坚持一边打

工，一边重新拿起书本自学。

2010年，程菲以社会人员身份走

进高考考场，被武汉生物工程学院录

取。程菲付出了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每

学期，她的成绩总保持在班级前十名。

去年，年近五十的父亲因车间机

械故障，致使粉尘呛入体内造成肺纤

维化，不能再做重体力活。父亲高昂的

医疗费用和家庭生活开销再一次沉重

地压在她身上。程菲没有被困难吓倒，

她利用课余时间勤工俭学，利用寒暑

假打零工。2013年春节，当别人都在

团聚之时，程菲却还在超市做促销员，

为自己赚取下一学期的生活费。

面对人生坎坷，程菲并没有抱怨

生活，相反用一颗感恩的心，回报社会

对她的关心和帮助，这种内心的强大

是当代大学生身上难能可贵的优秀品

质。 甘丽华

17岁时母亲患上宫颈癌；18岁时应届高考失

利，在社会上打了两年散工；21岁时以社会考生身份

考上大学，靠着助学贷款和向亲戚借钱才能缴上学

费……在一般人眼里，程菲 17岁后的生命里充满了

负能量，但这个自强自立的女孩以坚强、担当、感恩

的精神，为自己和他人创造了一片晴空。

这几年，中考的竞争难度远远超

过高考，不少家长为此选择了去美国

读高中。

美国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2001

年美国登记在册的有 26407所公立

高中和10693所私立高中。而这一万

多所私立高中大致分为独立学校、专

业学校和宗教学校。正是美国高中的

复杂种类，给了许多黑心的中介机构

忽悠中国学生的机会。

我想给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提供选

择高中的方法和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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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中的排名

许多想去美国留学的学生们都非

常关注学校排名。其实，排名都是不同

的私人机构以自己设定的方式排出来

的，而非国家或是政府机构决定的。这

些私人机构以自己认为重要的指标来

进行排名，这些排名互相没有可比性。

目前为止，在美国还没有一种私立高

中排名是被大家公认的。所以，当某机

构告诉你某某高中是排名第几的时

候，你得要在此打个大问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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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345

考试成绩

每个正规的学校都应能公布学生

SAT的平均成绩。成绩高的话，至少

说明这个学校学生的学习素质还不

错，教学也是不错的。

2400分为满分，平均分数能够在

2000分以上都属于很好的学校。

1800～2000分算是普通的学校，低

于 1800分的话就不是那么好了。所

以，学校如果不提供 SAT平均成绩，

你可视此为一个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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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就读大学的数据

美国许多好的高中都会公布过去

3年或 5年里自己的大学就读数据。

如果一个高中在几年之内都没有学生

就读到好的大学，说明了两点：一是这

所高中的学生素质不高，竞争力不够；

二是这所高中在好的大学之中的名声

不高或者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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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生的比例

大部分高中的经费来源是由学

费、捐款和投资组成的。通常越好的学

校得到的捐款就越多，投资得来的经

费也就越多。比较“不好“的学校更多

地依靠收学费来赚钱。美国的高中教

育是义务制，所有美国学生都可以免

费就读公立高中，而能收取学费的私

立高中通常都得提供比公立高中还好

的教育才能与其竞争。还有一种学校，

教学素质不好，但是它从向国际生收

取高额的学费来办学。如果一个高中

的国际生比例太高，这也可以影射该

学校可能招收当地学生有困难，从另

外一个角度说明了这所高中可能在当

地不具竞争力。通常国际生的比例在

15%之下属于正常；如果超过 20%，

就要注意了；如果超过了 30%，基本

上就不值得去了。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学校网站上

没有公布这些资料，我建议你打电话

或 email给学校去索取这些资料。如

果学校不提供的话，或许这本身就是

一个指标了。

马振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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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高一的晓琳(化名)独自一人在

校外租房住，妈妈每个周末前来探望

一次，可每次过来，三句话不离学习，

这让晓琳逐渐失去了和她交流的欲

望。夜里，她常常因为学校的琐事失

眠，比如白天，有同学本来说好给她

带零食，结果却食言，晓琳就开始质

疑同学是否是真心朋友，为此辗转反

侧。交不到真心朋友，没有死党，晓琳

很苦恼。

中学生常为人际交往而困扰。家

长如果只过问孩子学习而不关心他们

的情感，他们往往选择自己“内化”，以

致无法正常释放内心的情绪。

如何在美国选理想的高中

多年来，各地教育管理部门不

断出台各式减负政策，但是孩子们

的负担却是越减越重，甚至有专家

指出，学校负担多减一分，校外的压

力就会马上增长两分。

有人说，中国的家长是典型的

“墙头草”：平时痛恨各种应试压

力，都希望孩子能轻松些，但是一

旦发现谁家的孩子上了辅导班，或

者知道别人家的孩子学了什么，立

场马上就会摇摆，直到给自己的孩

子也报了班为止。

“给学生减负是件好事情，如

果一般家庭的学生及家长去落实

这些措施，得到一个看上去美丽、

轻松的童年，那么肯定会有个比较

悲催的成年。”在家长论坛上非常

活跃的张先生的话，代表了相当一

部分家长的心态。

其实，“考试”是让家长们摇摆

不定的根本原因。一位三年级学生

的家长说：“现在轻松有什么用？考

试难度没变，录取分数线没变，这么

轻松下去，‘小升初’的时候怎么

办？”

校外辅导市场顺势火爆。一家

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这样对家长

说：“学校减负学的东西少了，教得

浅，家长可以把孩子送来学课外的

延伸课程，因为学校的选拔性考试

也会涉及到很多课外的知识。”

樊未晨 姚宇

佳佳去年上了小学一年级后，好

强心愈演愈烈，语文、数学，体育课她

都要拿冠军。如果没有达到自己的要

求，她就会沉着脸，好长时间不开心。

她还写日记记录自己的“成绩”，成绩

好就画上笑脸，不然就画哭脸。

如今很多孩子都特别争强好胜，

佳佳的情况并不是个案。孩子输不起，

很难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还会滋生烦

躁、嫉妒、弄虚作假或自暴自弃等不良

心理。家人不应过分溺爱，过分让她成

为中心人物；不要有意无意地要求孩

子争第一，让孩子认为只有冠军才是

成功者。 邱大同

失眠：只因没有闺蜜

哭闹：只因成绩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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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小孩日”
拒绝体罚

听说 4月 30日是“国际不打

小孩日”，许多家长心生疑惑。徐先

生认为，这并不一定每个家庭都适

用，“我小时候，一天挨一顿揍很正

常。还有不让家长打小孩的日子？”

“国际不打小孩日”最早是美国

反体罚组织“有效管教中心”于1998

年发起的。它的英文名称中 spank

一词俗称“打屁股”，所以也将其译作

“无巴掌日”或“拒绝体罚日”。

虽然“国际不打小孩日”家长们

认同度不高，但在孩子们看来，设立

这样的节日非常有必要。我们的家

长体罚时过于粗暴，根本不考虑孩

子的感受。陈宗言小朋友表示：“其

实我们也渴望和爸爸妈妈平等地交

流，不能总用棍棒来教育我们。”

杨志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