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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霸传说

□洛教融媒记者 刘敏

喜欢打游戏、热爱弹吉他、高
考684分考上清华大学……这是
外人眼里洛一高2022年毕业生
李奕飞身上的标签，但对李奕飞
来说，他的高中之路并非一帆风
顺，是经历过“至暗时刻”后才迎
来柳暗花明的。

经历挫折后
领悟到不能“假努力”

初中时，李奕飞边玩边学，考
上洛一高后，成绩依然领先。80
多人的洛一高英才部，他保持在
年级前5名；到了高二，情况却急
转直下，最差时，李奕飞考到英才
部60多名。

心里急躁的他，开始尝试网
上看到的“学霸学习法”，比如刷
题、记错题本、预习等。坚持了一
段时间，成绩却没起色，李奕飞觉
得自己陷入了“假努力”的怪圈：
为了找到自信，刷题时总挑简单
的做，做完还觉得自己很努力；记
错题本，模仿网上的方法，记得很
漂亮，觉得自己在提升，实际上错
题并没有入脑入心。

意识到问题，李奕飞开始转
变思路：刷题时，把重点放在错题
上，通过错题来查漏补缺。同时，
他准备了一个可以添加纸张的活
页本当错题本，用黑、红、蓝等几
种颜色的笔来记错题。记错题
时，更注重总结思考。“我比较懒，
不想抄错题，一般会用自己的话，
总结一下错题里的知识点。”李奕
飞说，有时一道物理大题，只总结
了一两句话。虽然整个高三，他
6科只记了一本错题本，但浓缩
的都是精华。

学霸的学习方法不一定适
合每个人，对李奕飞来说也是
如此。一开始他也尝试预习，
但发现自己预习时看不进去，
就放弃了，选择上课紧跟老师
步伐。

经历了高二一年的调整，李
奕飞找到了上述适合自己的学习
方法，高三时成绩有了起色。

考前尽力做到完美
考后接受不完美

高中生活，没有压力是不

可能的。李奕飞最煎熬的阶段
是高二，因为成绩一直不见提
高 ，“ 随 便 一 点 小 事 都 能 崩
溃”。他排解的方法是“找到学
习之外想做的事”，比如打篮
球、逛校园。

每周，李奕飞会在晚饭后，去
打两三次球，一直到高考前都是
如此。空闲时，他喜欢去校园无
人的角落闲逛、放空，“哪怕坐着
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放松”。李
奕飞喜欢弹吉他，曾在图书馆顶
楼的角落放了一把吉他，偶尔去
弹一曲。

备战高考，不仅要有知识上
的准备，临考心态也很重要。李
奕飞平时不断用“考前尽力做到
完美，考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来
暗示自己。高考来临，他把考试
当成了平时测试，即便数学有两
道大题没做出来也没有慌。“我觉
得，即使考一个普通大学，我和家
人也能接受。下了考场，看到爸
妈很紧张，我还开玩笑说‘数学巨
难，我要复读’”。也许正是这种
平和的心态，让李奕飞高考考出
了高中阶段最好成绩。

不能本末倒置
打游戏、弹吉他要节制

不少学弟、学妹曾向李奕飞
请教，如何平衡爱好与学习？他
的答案是“喜欢的东西要坚持
下去，不过，不能本末倒置，兴
趣爱好只能在学习之余最大限
度维持”。

李奕飞喜欢弹吉他。初中、
小学时他学过几年，后来一直坚
持自己练习。高中之后，怕耽误
时间，他没有再花精力练新曲，而
是周末回家重复练学过的曲子过
过瘾。

李奕飞还喜欢打游戏，高三
也不例外。“高强度学了一周，周
末回家不打游戏，感觉像亏待了
自己的大脑。”李奕飞说，高一时
父母不同意他打，希望他多学
习，经过沟通，最后也随他了。
不过，李奕飞打游戏比较节制。

“周六下午5点到家，偶尔会打
游戏到周日凌晨；如果周日安排
有考试，玩到晚上 9 点就不玩
了。”他说，爱好是高中生活的组
成部分，发展爱好不能成为影响
学习的借口。

打游戏 弹吉他
没耽误他上清华

回首自己的求学之路，牛梦婷最想分
享的经验是：要有目标，并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做。

“初中时，我没有目标，学习就像是副
业；高中时，我的目标是考本科；大学时，目
标是留学；读硕士、博士期间，一直在研究
自己感兴趣的课题。有了目标，生活就有
了方向。”牛梦婷说，和很多学霸比，也许她
每个求学阶段都没那么优秀，但在每个阶

段她都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
洛十二高教师发展中心主任张进友，

是牛梦婷的高中班主任。他说：“当了28
年班主任，教过许多学生，像牛梦婷这样后
续发展比较顺利的，都有一个共同点，有目
标，并且踏踏实实努力。”或许正如牛梦婷
所说，学习之路很长，不必在乎一时成绩好
坏，如果最终能找到真正热爱的事，走一点
弯路、远路也无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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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每个学校，都有一些“大神级”学霸。升学路上，他们有啥绝招儿？走过中、高考的学长们，有哪些经验之谈？即日起，本报开设《升
学智囊团》《学长支招》等栏目，如果你想给学弟学妹传经送宝，或谈一谈自己在学习上的经验、困惑，联系我们吧：18625795911（刘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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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高考接连失利到入名校读博
她是咋做到的

关于
兴趣

□洛教融媒记者 刘敏

从热门小学、初中，到重点高中、名牌大学——这是大多数父母给孩子规划的理
想中的求学之路，可没走上这条路的孩子怎么办？洛十二高毕业生牛梦婷的经历，
也许能给您参考。

牛梦婷的小学、初中均就读于涧西区
热门学校。“小学时，我属于比较乖的孩子，
成绩不错，很少让父母费心。”她说，上初中
后，她成绩一般，尤其是初二进入了青春
期，她心思完全没放在学习上，上课偷玩手
机，下课和朋友出去玩，作业都不认真做。
初三时，她意识到学习的紧迫，想奋起直
追，但因欠账太多，最终中考只考了480多
分，进入洛十二高。

“刚上高中时，我特别想转学。”牛梦婷
说，因为学校管理严格、离家远，且熟悉的
朋友都不在身边，她非常苦闷。

不过，牛梦婷最终坚持了下来。“那时，
同学们下晚自习回到宿舍还要学习，那种
环境让人觉得不学习就有罪。在学校适应
了两三个月，我的心很快静了下来，开始一
心一意学习。”她说，只要努力就能见效，她
很快在月考中名列前茅，并受到老师表扬。

那次表扬，让牛梦婷至今难忘。“因为我

小学、初中，都不突出，很少受到表扬。”牛梦
婷说，高中老师的表扬，让她深受鼓励，且
有了自信心。此后，整个高一，她的成绩一
直不错，并在高二时转入学校重点班。

转入重点班，又是一次新的挑战。刚
开始，因为经常考全班倒数，牛梦婷一度找
到班主任，想转回普通班，但她最终又一次
选择了坚持，并确立目标：考本科。

对牛梦婷来说，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
的拦路虎是数学。高中阶段，牛梦婷的数
学很少及格，最低的一次只考了20分。“确
立了升学目标后，我开始分析，觉得自己最
大的问题是对数学有畏难情绪，在时间安
排上也有问题，每次都是其他科作业写完
了才写数学，时间不够就随便写。”牛梦婷
说，后来，她给自己规定，先做数学作业，并
紧盯基础题。高考时，她的数学考了90多
分，考入洛阳师范学院。虽然总分没有达
到预期，但实现了上本科的目标。

中考失利没上重点高中 她短暂迷茫后确定新目标

“我第一志愿报的是法学专业，但分数
不够被调剂到了日语专业。”牛梦婷说，从
零开始学日语，背不完的单词、看不完的语
法，让她恨不得转专业，但她还是选择了坚
持。“很多人上了大学就放松了，但我们宿
舍的几个女孩不同，大家去的最多的是自
习室。”牛梦婷说，学了一段时间，她感受到
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

决定坚持学日语后，牛梦婷觉得“既然
学了日语这门语言，就应该去日本看看”。
于是，在大一结束时，她确定了新的目标：
如果大二能考到日语一级，大三就去留
学。虽然父母只是普通工薪阶层，但很支
持女儿的梦想。大二一整年，牛梦婷的课
余时间基本都泡在自习室。坚持不懈的努
力，不仅让她拿下日语一级，还获得了年级
第一的好成绩，收获了国家级奖学金、校级
奖学金。

大三下学期，牛梦婷独自去了日本。
大多数时候，她在日本的生活是一个人打
工、一个人买菜做饭、一个人学习。在日本
第二年，她开始备考硕士研究生，并在备考
过程中对社会学产生了兴趣，决定跨专业
考研。

“这意味着我要在半年之内，用日语去
掌握其他同学大学四年学的知识，并要成
功通过考试。”牛梦婷说，巨大的压力让她
迅速成长，习惯了凌晨两三点入睡，也习惯
了早上快速起床，用5分钟跑向学校——
努力没有白费，她拿到了三所大学的合格
证，最终选择了横滨国立大学，获得了该校
的学费减免和财团的奖学金，也找到了自
己想做的课题。

硕士毕业后，她又成功申请同一所学
校的博士。她期待着尽早博士毕业，回到
祖国。

本科读了不喜欢的专业 并不妨碍寻找正确的人生方向

“目标感”+“踏实努力”让她在求学路上实现“三级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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