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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 122，数学 141，英语
145，政治98，地理98，技术99，
总分703，被清华大学至善书院
录取，这是楼诗雨的高考成绩和
录取情况。

而在这个成绩的背后，楼诗
雨也曾遇到过选科时的徘徊不
定，和文理混选后的一度挫败。

作为镇海中学2025届文科
创新班的一员，高一下学期面临
选科时，楼诗雨曾在政史地和政
地技之间徘徊不定。政史地是绝
大多数文科生的标配，技术却是
楼诗雨的热爱，当她说出政地技
的选择时，一度听到很多声音。

“第一个声音是‘文科生是
学不好技术的’，就像有人说文
科生的数学是有天花板的一样，
但是我当时想，既然有天花板，
那就把天花板掀翻呗。”

“第二个声音是‘都没人这
么选的’，的确，我们在人生中
经常会碰到一些非主流的选
择，就像我们选专业一样，很多
人会选择计算机、人工智能，还
有法学、经管等热门专业，但是
这些都不能说明非主流的选择
就不会成功。”

“第三个声音是‘政治、地
理、技术这三门学科之间没什么
关联，为什么要这么选’。这一
点，我在高一的时候也非常迷
茫，直到后来跟清华大学的老师
聊天的时候，我才真正意识到它
们之间是有关联的。”（据了解，
清华大学至善书院实行大类招
生，学科方向总体来说为政经
社+数据，楼诗雨发现，政治、地

理和技术在这里神奇地关联在
了一起。）

说起自己不那么常规的选
科经历，楼诗雨如此回忆。最
终，她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意，选
择了自己喜欢的技术，成了文
理混选的那一个不走寻常路的
学生。

为什么那么喜欢技术？
楼诗雨沉思片刻后回答说：

“我觉得技术是一门很前沿的学
科，虽然从小没学过程序设计，
但我对计算机底层的东西很好
奇，想深入学习信息技术；另一
方面，通用技术可以说是很多东
西运作的基础，比如各种传动、
声控楼道灯是怎么实现的，我对
这些好奇很久了。”

还有，镇海中学很愉快幽默
的技术课也是她选技术的动
因。“我在学长学姐口中听说技
术办公室是一个很活跃的快乐
城堡，技术老师都是平易近人、
包容度很高的老师。”

在技术课的学习中，楼诗雨
还爱上了金木工实践。虽然她
说自己是个手残党，很多时候靠
同伴才完成了木工、金工和焊接
的一些步骤，但当合作完成榫卯
结构、角铁，或者是焊接了一块
小小的电路板时，都会感到由衷
的高兴。

“毕业的时候，通用技术的
老师用激光切割机等设备给我
们做了一套毕业礼物，一个镇海
中学木雕、一把电路板尺子、一
些小礼物等，真的非常非常有趣
和感动。”

被清华录取的镇中女生说——

如果有天花板
就把天花板

“如果有天花板，那就把
天花板掀翻呗。”当楼诗雨说
出这话时，报告厅里掌声一
片。7月23日，镇海中学优
秀毕业生分享会举行，文理
混选的楼诗雨，关于选科和
自我成长的分享，引人思
考。她的分享，也在新媒体
平台上收获了很多留言与点
赞。

楼诗雨，镇海中学高三
毕业生，她也是镇海中学文
科创新班中唯一选科技术的
学生，高考时凭借703的总
分，被清华大学裸分录取。

当很多人还在说文科思
维和理科思维时，楼诗雨却
意识到了，真正到了高阶思
维时，是不分文理的，最终都
是一种普适思维。

楼诗雨。

1 从挫败、割裂到适应良好

文理混选之后，并没有一帆风顺，相
反，楼诗雨在一段时间内，遭遇了不小的
挫败和割裂，让她一度感到迷茫。

高二的期中考试，她收获了政治和地
理全班倒数第一、技术在平行班第一的成
绩。“当时感到割裂和失衡。那些晚上，我
经常在大成殿后，在冷风中背书，一背就
是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政治老师那儿重
默，一次，两次，三次，感觉非常崩溃。”

楼诗雨说自己不是那种一点就通的
聪明小孩，过目不忘的背书在她那里是
不可能的。政治当时背书总是背不完
整，做题也没掌握门道，加上文科创新班
的同学都挺强的，所以就出现了倒数第
一的情况。

文理平衡上的调节，楼诗雨花了一整
个学期才调节过来。现在总结下来有两个
经验，一个是时间平衡，一个是理念平衡。

时间平衡的话，她认为很多科目投
入时间坚持下来是能获得回报的。“很多
人经常问我学习技巧，其实我觉得我并
没有那么多的技巧，只要你投入够多的
时间，且在那段时间内效率够高，就一定
能够获得回报。”还有一个是优先级的问
题，楼诗雨的经验是，碰到没有那么喜欢
并且也不那么擅长的科目，需要把它排
在第一优先级完成，因为如果把喜欢的
科目排在第一优先级，就会做得一发而
不可收，甚至天地为何物，所以一定要把
不喜欢的科目先过掉。

“适合自己的方法需要长期主义的
摸索，先养长再补短，在有限的时间里根
据各科投入产出比权衡。”楼诗雨说。

如今的清华新生，也是一路跌跌撞撞
走过来的。楼诗雨也曾迷茫过、崩溃过，
但心中对热爱的坚持和勇气、老师和同学
的鼓励，让她在与分数的战争中，同时提
升了能力，学会了爱。 记者 王伟 张培坚

2文创班唯一选技术的学生

呗掀翻

“原来失败190次也不怕，第191次就

能成功呀！屠呦呦奶奶好勇敢！”来自白鹤街

道的一位小朋友听完故事，仰着小脸认真地

说。

7月23日，工行宁波兴宁支行热闹非

凡，21组亲子家庭成员围坐一堂，在“故

事魔法师”的带领下，共读《第191号的发

现——屠呦呦的故事》，开启了一场精彩

的科学探索。这是该行联合白鹤街道启动

的首期“我陪孩子读经典”亲子活动。

故事里，屠呦呦在实验室专注研究的

身影、野外采集样本时认真的模样，清晰

地呈现在大家眼前。孩子们有的睁大眼睛

专注聆听，有的依偎在家长怀里，时不时

随着故事情节发出小声惊叹。

分享环节，一个小男孩率先起身，自

信地说：“屠呦呦出生在宁波，还获得了诺

贝尔奖，她发现了青蒿素。”话音刚落，另

一个小女孩也起身说道：“屠呦呦奶奶热

爱祖国、报效祖国的精神打动了我，我特

别敬佩她。”孩子们你一言我一语，分享着

收获，话语中满是对屠呦呦的敬佩和对知

识的向往。

活动当天，还开展了“护苗·绿书签”宣

传活动。在家长和孩子阅读完屠呦呦的故

事后，将自己的心得感想写在绿书签上，并

将这些满载情感的绿书签放入“知识储蓄

罐”中。

据了解，这是工行宁波兴宁支行与白

鹤街道创新打造“公共文化客厅”，将微书

房升级为常态化的“我陪孩子读经典”的

“阅读+空间”。即日起至12月，该空间将联

合宁波小种子公益亲子阅读社持续开展8

期经典共读活动。每期邀请周边亲子家庭

共读一本经典书目，小朋友们可以将读经

典的心得“存”入专属“知识储蓄罐”。每季

度，“公共文化客厅”将评选优秀小读者并

发放奖励，鼓励小朋友们多多阅读。

据介绍，“公共文化客厅”还将开展

“易书”漂流活动，联合周边商家打造图书

漂流圈，读者可借阅书籍，在特制书签上

写下心得并传递至下一站，形成“易”循环

的智慧共享链。

这是工行宁波兴宁支行第三次开展

“公共文化客厅”活动。去年9月，该行携手

白鹤街道，首次将营业大厅打造为“公共文

化客厅”，邀请宁波本地网络红人开展《宁

波闲话培训班》。你一句，我一句，老邻居带

新朋友，在轻松愉快的方言接龙中，本土文

化悄然流转、代代相承。去年10月，该行为

在甬打拼的新市民与刚组建的“小家庭”推

出《整理收纳兴趣培训班》，传授实用技能，

帮助新市民更快适应城市节奏，也助力新

手父母提升居家生活品质。

“有了这个文化客厅，暑假多了一个

打卡地点，非常有意思。”一位带孩子参加

活动的家长感慨。这一系列融合了方言、

技能、书香与财商的“客厅服务”，深受社

区居民的欢迎。工行宁波兴宁支行负责人

表示：“我们期待通过‘公共文化客厅’的

持续升级，让网点成为社区居民愿意驻

足、乐于参与的文化驿站。”

下一步，工行宁波兴宁支行将完善资

源共享、持续互补优势，努力构建开放、共

享、充满活力的文化中枢，满足社区居民

多元化需求，为建设和谐宜居的美好社区

注入“工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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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宁波兴宁支行开启“亲子阅读空间”！营业大厅变身公共文化客厅

图为参加首期“我陪孩子读经典”亲子活动的小朋
友正在听老师讲述诺贝尔获得者屠呦呦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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