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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蔗没有两头甜”
闫晓哲认为更难的还有课外

活动这一项。申请的人一多，就出
现了明显的扎堆儿现象，最常见的
有三种：一是为期一到两天的社区
活动，学校呼啦啦一下子把孩子们
拉到孤儿院、老人院，联谊一天就
匆匆结束；第二种是模拟联合国活
动，模仿联合国及相关的国际机
构，依据其运作方式和议事原则，
围绕国际上的热点问题召开会议。
作为参与人数最多的语言类活动，
三五年前，“模联”还是颇有新意的
实践经历，但现在已经贬值成申请
的标配。只有参与过“哈佛模联”、
“全国模联”，才能脱颖而出。最后
一种社会实践便是学生会，很多学
生没有什么亮点的经历，所提到的
“纪检部部长”，可能只是每天去检
查眼保健操。

在这种情况下，闫晓哲会很实
际地劝告学生：“别人有的东西你
也要有，不能因为‘模联’很俗就不
做了。但如果不是真心特别喜欢，
就不要花太多精力，可以再想想自
己喜欢什么，再别出心裁地做一
个。”她接触过一些真正个性的兴
趣活动，曾经有一个去了美国最好
的艺术学院学设计的孩子，高中时
就自己经营淘宝网店，售卖自己设
计的衣服。闫晓哲在哈佛的一个同
学，录取的加分项是她在中央电视
台少儿频道有 !年主持经历。

此外，国际学术比赛、全国物
理化学一等奖，都是申请中的硬通
货。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
有“实实在在地持续了很多年、在
社会上有一定认知度”的课外生

活，学生们只能挖空心思去推陈出
新，结果却是衍生出新的俗套———
去孤儿院换成救助流浪猫狗；模联
是标配，就参加有含金量的国际性
辩论赛；学生会人多，就想办法从
活动参与者变成核心组织者。游学
团已经不再稀少，就变成参加 "#$!

$%& "'())*，即美国大学的官方暑期
课程，去哈佛、耶鲁提前拿学分。

同样的问题还存在于学生的
自述文件中。“百分之七八十的女
孩在自述里都会写到钢琴九级十
级，男生都会说自己喜欢打篮球，
申请官都腻歪了。”闫晓哲建议学
生把自己刻章、游泳、学习第二外
语的经历都列举出来，“有个男孩
也写了打篮球，他提到自己身上有
很多伤疤，每个伤疤都跟一场比赛
有关系，都教会了他一个人生道
理。”这个心灵鸡汤的故事最后打动
了申请官，并迅速变成了一个新的
录取模范。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学生
在当下，还不太明白美国大学到底
喜欢什么样的孩子。即使是推荐信
上，现在标准也在水涨船高。一般
情况下，一封推荐信来自班主任或
校长，另两封来自不同的任课教
师。如今家长们各显神通，从自己
的人脉关系里找政界要人、社会名
流帮忙写。但他们对孩子毫无了
解，讲不出除了孩子性格、交往之
外真正过硬的案例。

闫晓哲不建议大家写这种推
荐信。她去年曾帮助一名学生申
请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系入
学，那名学生连续几个假期都在
哈工大的实验室里做物理实验，
最后的推荐信出自实验室教授之
手，有力地提供了他的实验报告

和真正的学术评价。但反过来说，
并不是谁都有机会去大学里做实
验。“除了特别优秀的孩子，在中高
端层次也不能完全避免‘拼爹’。”
闫晓哲说。

钱是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
家长必须要承担未来至少 +年（高
中加大学）的持续投入，与国内高
考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负担每年 ,-

万元左右高中的学费，参加标准化
考试的费用也是不菲的支出。无论
在国内还是美国就读，中国籍的学
生们如果申请美国高校，必须有托
福和 ./0考试成绩。在 1-,1年 ,,

月的新一轮上调之后，托福考试每
次收费 ,2--元人民币，.30, 国际
考生收费为 4,美元。按照每门考
试参加两次计算，学生最低花费
5---元人民币。但 .30考试大陆
没有考场，考生必须到香港、新加
坡等地参加考试。两门考试背后还
有全民参与的辅导班。以北京新东
方的定价为例，中学生参加托福辅
导，大多选择 12人左右的中型班
级。参与基础、强化、精讲精练三个
教程，每个教程 614- 元，学完要 1

万多元。如果选择一对一的 789课
程，每小时价格从 22-元到 :--元
不等，价格随课时数量递减，最低
档次为 ,-小时，:---元，最高可到
1--小时，十几万元。闫晓哲所提供
的留学申请服务，是国内中介最主
要的服务内容。以申请美国高校为
例，每所大学的申请费是 2-",--

美元，一个学生要申请 ,-",1所，
就要花上 ,---美元。此外中介机
构会收取名校选校费，去除 ,--名
之外的中低端学校，申请费用在 ;

万元以内。在 ,--名、2-名以内的

院校收费 2万"+万元不等。至于选
择最顶端的哈佛、耶鲁等高校，由
于需要外籍顾问修改文书、提供面
试指导等，每名学生要花去 4万"

,-万元。
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本科

留学并没有看上去那么风光，不仅
道路艰辛，甚至连前途也未必光芒
万丈。况且人的成长并非一帆风
顺，哪怕一个能考上四中的优秀学
生，从初中到高中、从中国课程体
系到美国课程体系，也未必能一直
优秀下去。也许家长花了 ;-万元
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孩子申请不到
什么好的大学。此外，不得不正视
的问题是，出国留学的热度不断升
高，没有人能预测到申请人数到 ;

年后会膨胀到什么程度。竞争范围
也不再是一省一地，而是全国一起
竞争。最后是外交风险———“万一
不给中国人办签证了呢？”

在经过了四五年的考察和纠
结后，张健放弃了让孩子提前出国
的想法，参加国内的高考。

张健毕业于一所师范大学，曾
经在中学担任语文老师。儿子小时
候，和很多家长一样，他对孩子的
兴趣教育做了多种投资和尝试，包
括美术、珠心算、游泳、轮滑、少儿
英语等。5岁的时候，他带着孩子去
学了钢琴。这段经历并不成功，老
师不懂方法，家长一厢情愿，孩子
硬着头皮，“于是一种以兴趣为基
础的学习，再次成为强迫性的任
务”。张健得出了一个教训：“不好
高骛远，不攀比，尊重孩子实际，尊
重孩子心理。”

上小学后，张健发现儿子的性
格发生比较大的变化。儿子以前爱

说爱跳，每天下楼都有小伙伴围着
听他讲故事，他还站在小区花园的
石凳上指挥着小伙伴们玩各种游
戏。但到了三四年级，儿子却变得
特别沉闷，唯唯诺诺。张健去学校
了解情况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管
理体系中遭遇到了一系列打击。他
刚上学不久因为站起来举手回答
问题而被罚站，一次因为上课和同
学传递作业就被轰出了教室。“在
惩罚中，儿子逐渐了解了学校的规
矩。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活泼和快
乐也消失了，他在向‘好好学习天
天向上’的学习机器转化。”张健
说。从那个时候，张健产生了离开
传统教育体制的想法。

如果参加国内高考，他就要考
虑高考移民，把儿子户口办到竞争
压力小的省份。“先不说有没有能
力办成，但标价是现成的，北京户
口 5-万"<-万元，天津买房给蓝印
户口，不用托关系，但底线是 5-万
元。而新疆、青海、广西等偏远省份
虽然费用不高，但存在一定被举报
的风险。”张健说，两相比较，他还
是觉得直接去国外上大学性价比
更高。他随后开始考察私立和国际
学校。这时候，一个做工程的朋友
劝他要慎重考虑。朋友的儿子上的
就是国际学校，但缺乏自制力，考
试成绩也不理想，尽管如此也申请
进入了一所澳大利亚大学。孩子刚
出去的时候好像懂了点事，但一年
后就向家里要钱买了辆好车，结果
还被“劫持”了一次，吓得朋友夫妇
马上飞过去处理。随后的学习以失
败告终，回来一年后，孩子又闹着
出去，结果也就坚持了一年，自己
就学不下去了。

“洋高考”：选择以及选择的条件（4）
! 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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