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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天标准来衡量，赵国屏无疑是一

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他小学上了 7 年，

高中毕业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十年，直

到 30 岁时才考入大学，35 岁留学美国竟然

跟老师年纪相仿，知天命之年从研究微生

物学、生物化学改行拓展我国新领域——

基因组学⋯⋯

然而这并不妨碍赵国屏成就卓然。一

路走来，赵国屏 56 岁就获评中国科学院院

士，他和团队的努力在人类疾病定位克隆

上打破了西方科学家的垄断。

他说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只是一直

在努力，他用“勇担重任、当仁不让”寄语今

天的青年一代。鉴于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

期望值越来越高，他呼吁父母应树立榜样

并提供给孩子自由探索兴趣的空间，而他

的中学时代正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之一。

儿时兴趣广成就终身事业

1948 年，赵国屏出生在上海一个技术

官员家庭，父亲赵祖康是我国著名的公路

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溃

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

市长。他是家中幼子，兄姊皆出于北大、清

华、同济等名校；从小在温文严谨的环境中

长大。

赵国屏自幼体弱多病，小学甚至读了

7 年。为追赶进度，1962 年，要强的男孩选

择了初高中五年制的位育中学。

这 所 由 著 名 教 育 家 李 楚 材 创 办 的 学

校，迄今为国家培养了两院院士 11 人，著

名大学校长 26 人。

赵 国 屏 幼 时 父 母 曾 经 让 他 去 学 过 国

画、练过钢琴；他自己也兴趣广泛，甚至在

少年宫师从亚洲动画开创者万籁鸣的兄弟

学皮影戏，但没一项能够坚持下来，“画学

了一个月，画完梅花后便没了兴趣，钢琴学

了一阵子之后也就不去了。”

这个被父亲批评没有“恒心”的少年也

曾想通过写文章出名。多年后他依然清晰

地 记 得 当 时 给 杂 志《少 年 文 艺》投 稿 的 情

景：追梦少年站在邮筒前，四下顾盼，趁无

人丢了信就跑。最终也因为没有回音而放

弃。

因为从小缺钙，中学时代的赵国屏又

瘦又矮，体育运动也成了一大遗憾。听说收

发电报也算运动竞赛项目，特地报名参加

了区工人体育馆的培训班，“一段时间后，

教 练 就 说 我 已 经 达 到 三 级 运 动 员 的 水 平

了”。

多年后回想，赵国屏感慨正是这一次

次对于“前程”的尝试，一个个兴趣爱好的

交替，让他对世上万物保持了一分特有的

好奇心，直到与生物结缘。

“语文教材里介绍一位小学生，把番茄

嫁接在土豆上面，结果上面长番茄，下面长

土豆。”对于年少的赵国屏来说，无疑打开

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

与生物有关的一切活动都成了赵国屏

中学时代的课余爱好。3 年自然灾害，城里

人也要想办法搞吃的，这个市长家的孩子

在院子里做嫁接，还养起了鸡和兔子，“意

识到这是生物体现出的经济意义”。

上世纪 60 年代，赵国屏偶然在《科学

画报》上读到一篇关于 DNA 双螺旋结构发

现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发展的文章，其中

提到病毒是介于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生

命体”，这让小小年纪的赵国屏深为震撼、

着 迷 。他 下 决 心 献 身 生 命 科 学 研 究 ，第 一

步，就是报考北大生物系。

要上大学，首先学好“数理化”，印象最

深的就是高中物理老师。

在讲到牛顿三大定律时，这位学校的

二级教师带来一叠油印教材，每人发一本，

替换掉当时教育部特批（适用于五年制教

学）的教科书，“他说那本书后面的内容是

错误的，让我们用他编的讲义”。

当告别中学校园 10 年之久的赵国屏

参加高考时，物理仍考了 95 分（百分制），

“实际上是和这位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他

教的是经典的力学分析，让学生避免了‘传

力’概念的误导；从本质上对问题的认识正

确了，方法是对的，题目就都能做对”。

面对今天中学教育里的“题海战术”，

赵国屏直言，学习需要掌握对问题的根本

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靠题海练

习里的“类比”和“经验”。真正的创新在题

海里是没有的。

年轻人要有“当仁不让”的豪情

个人的命运常常被时代所裹挟。

赵国屏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时代

洪流，高中没有正常读完，班上同学陆续分

在上海的工厂或周边，然而他的“学生物”

初衷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想用生物知识

改变农村”。

1969 年 1 月，20 岁的赵国屏自愿来到

离家 500 多公里的安徽省蒙城县，开始了

近 10 年的知青插队生涯。

他 带 领 插 队 组 同 学 和 生 产 队 社 员 育

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

为富饶之地，自己也从毛头小伙儿成长为

大队书记。

下乡伊始，知青学到的第一堂课，不是

“阶级斗争”，而是“养活自己乃人生第一要

务”。一年歉收，一人只分到 40 斤小麦。赵

国屏等 8 个知青买了很多红薯干，煮熟之

后吃里面的心，皮给猪吃。

县里文化局干部看到这一幕后感慨，

“这样家庭里出来的人能够吃这样的苦，将

来一定是了不起的”。

1977 年 ，恢 复 高 考 的 喜 讯 传 来 。赵 国

屏却选择了放弃高考。因为他放不下改造

农村的心愿。

“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

情。”直到第二年春节，在生产队长的劝说

下，赵国屏清理完账务，才回到上海复习备

考。

而立之年，赵国屏终于跨入了复旦大

学的校门。此时，他的年龄差不多是班上最

小学生的一倍。

“ 愿 中 国 青 年 都 摆 脱 冷 气 ，只 是 向 上

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

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10 年知青生活，鲁迅的话镌刻成了赵国屏

一生的信仰。

如今带学生，赵国屏劝诫他们要“勇

担重任，当仁不让，就是当一件事很重要

但是没有人去做的时候，我能做我就必须

去做；但是，这样的事一定是难做的，所

以要锲而不舍地坚持做下去；同时，在做

的过程中，认真学习，提高本领，把事情

做成、做好”。

上个世纪末，中国提出参与全球人类

基因组研究的两个 1％计划，即完成人类

基因组 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

因的 1％，并特别关注人类疾病基因组的

研究。

赵国屏受命带领中科院团队，参与这

一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这 4 个

字对已经 50 岁的他来说，听到时的感觉，

和所有的大学生是一样的；所以，他只能边

学边做，“我必须要去做，这太重要了”。

2003 年 4 月 中 旬 ，中 国 和 其 他 5 个 发

达国家正式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测

定完成，一本人类遗传信息的天书已经写

就。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中占据

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 年，“非典”突发，全球恐慌。为揭

秘“非典”流行过程中 SARS 冠状病毒的进

化规律，没有任何项目经费的赵国屏和他

的同事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奔赴疫区，通

过调查研究，在 Science、PNAS 等权威杂志

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为疾病防治提供了科

学决策基础，也让那些认为中国科学家在

非典领域研究失败的评论戛然而止。

只追求个体的优秀难有伟大成就

多年来，在到各地的讲学和交流中，赵

国屏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家长总把孩子

的成长看成是学校的事情，“其实，好的家

庭教育同样重要”。

这 个 市 长 的 小 儿 子 即 使 看 病 误 了 上

学，父亲用车送到学校时，也是在离校门远

远的地方就要把他放下来。

自己数十年不用戴眼镜则得益于父亲

的“几不准”：躺着不准看书，吃饭不准看

书，走路不准看书，坐在公共汽车上不准看

书⋯⋯

家里的灯光没有那么亮，父亲自己傍

晚看书也一定要开台灯，“家长要做很好的

榜样，小孩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他无限感慨的是，在不少家庭，爸爸

妈妈看电视，让孩子自己在一旁做作业，小

孩渐渐玩起游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 其 他 小 学 生 在 用 很 漂 亮 的 铅 笔 盒

时，赵国屏也曾一度抱怨用比较旧的铅笔

盒，母亲就教育他不要眼红别人的东西，同

时要乐于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家里的小

院 内 ，从 小 就 是 小 伙 伴 的 乐 园 ，一 起 做 作

业，一起玩耍。甚至几十年后，在普渡大学

博士毕业答辩时，老师向同学们动情地提

问：“你们在座的想想看，有谁没有得到过

国屏的帮助呢？”

历尽沧桑后，赵国屏感恩这样的家庭

教育让他受益太多，譬如这个刚上初中时

与人说话就会脸红的男孩渐渐学会了与人

沟通交流，合作和分享；也学会了组织和管

理。

在给复旦大学的新生作报告时，他劝

诫学生们要学会在合作中成就大事业。回

望自己的科研之路，单打独斗效率太低，很

多突破性的成果都是通过大团队合作，通

过 跨 学 科、跨 单 位 甚 至 是 跨 国 家 完 成 的 ，

“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合作，

创造合作，享受合作快乐”。

他用和自己在普渡大学共事10年的一

位同学举例，这位同学是若干重要信号转导

通路的发现者和鉴定者，曾获得麦克阿瑟天

才奖，“他在农村从小就是孩子王，这就是和

人接触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凝聚力”。

在赵国屏看来，凝聚力是一个人的非

常重要的能力，在团队形成过程中，必须有

人 具 备 或 逐 步 形 成 这 方 面 的 能 力 ；否 则 ，

团队难以组成，也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赵国屏曾面对不少“独生子女”家庭

出身、在“个人奋斗”教育下成长起来的

年轻一代。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中，家

庭或学校把孩子圈在一个个不同的小圈子

里，一味地补课培优连轴转，“仅仅努力

追求个体的优秀，实际上很难取得伟大的

成就”。

大多数人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学校和家庭两个圈子里度过，而突破性的成果往往通过大团队合作跨学科甚至跨国家完成——

赵国屏院士：只追求个体优秀难有大成

张慧贤：

传递正能量
的美丽学霸
实习生 刘淑君

下午两点的阳光正刺眼，北京化工

大学的校园里走来了一位肤白貌美大长

腿的姑娘，正是准备接受中国青年报采

访的北京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大三学

生张慧贤。

这位美丽的姑娘并不简单，她已连

续两年获得专业课排名第一的成绩，并

顺 利 通 过 国 家 奖 学 金 的 答 辩 。 除 此 之

外 ， 张 慧 贤 在 大 学 期 间 ， 一 次 性 通 过

11 门“ACCA”（国际注册会计师） 考

试，要知道 ACCA 被誉为“国际财会界

的 通 行 证 ”， 而 她 仅 仅 用 一 年 的 时 间 ，

就完成了别人起码 3 年才能做到的事。

正是结合了“美女”和“学霸”的

双重属性，让这姑娘更是格外闪亮。

很多人是在各种比赛中认识的张慧

贤。因为这样的比赛，张慧贤拥有了比

其他人更多的在社交软件和媒体上曝光

的机会。“美女＋学霸”的标签页面让

她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张慧贤的微博

粉 丝 超 过 4 万 人 ， 博 文 的 转 发 量 也 很

高。因为是“学霸”，不少粉丝在微博

中 私 信 她 ， 请 她 帮 忙 解 决 学 习 上 的 困

惑。这成了她的动力，她想传递更多的

正能量给需要的人。但是自己的能力毕

竟有限，所以她想学更多东西，走到更

高的平台上去，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

人认识她了解她。

但是，过多的关注也给张慧贤带来

了烦恼：“很多时间会浪费在不确定的

行程和活动上，比起真正的学霸我已经

浪费了很多时间，我要付出更多的时间

和汗水才能跟他们看齐。”

特别是在她小有名气之后，各种商

演和活动随之而来，占用了很多在学校

的学习时间，这种突如其来的成名，让

张慧贤变得浮躁，趴下身子认真学习的

时间也越来越少。

大一，张慧贤与国奖的失之交臂。

“我一直哭一直哭，难过自己为什

么没有更努力”，张慧贤说。这次失利

让张慧贤认识到，在自己的内心比起成

名，她更看重的是自己的学业。商演错

过了还有下一场，学习的时间错过了保

研错过了就不会再有下一次的机会，后

悔都来不及，“我对辅导员老师说，下

次的国奖一定会有我”，张慧贤暗下决

心。

她尽可能减少校外的活动。“我是

个很实际的人，我知道梦想是要建立在

现实的基础上，所以我告诉自己要做一

个更优秀的人，这也是给现在支持我爱

护 我 的 粉 丝 最 好 的 答 复 ”。 张 慧 贤 说 。

终于，去年她凭借专业排名第一的成绩

顺利拿下国奖。

拿下国奖之后不久，张慧贤便投身

到 ACCA 的备考中。她明白，如果想降

低失败的几率只有早下手，才能在机会

和考验到来的时候能游刃有余、坦然自

若。

就像张慧贤自己所说的那样，对于

会计专业的本科生来说，ACCA 的含金

量非常高，全英文的形式更增加了考试

的难度。

于是，张慧贤准备“闭关”。

“闭关”期间张慧贤每天待在自习

室学习时间超过 14 个小时，买两个粽

子就是一天的三餐。“那时候觉得整个

人除了学习什么都不会了，也不跟别人

交流，为了学习白天也不带手机。”张

慧贤说，她为了避免自己玩手机刷微博

微信，她把社交软件全部卸载掉，“我

是个自制力很差的人”，这种最笨的方

式有时效果反而更好。

最终，一个暑假的努力让张慧贤一

鼓作气攻下了 4 门，还有 2 门就彻底拿下

ACCA 的 全 部 考 试 。“25 岁 前 多 努 力 几

分，25 岁之后就可以少努力几分”，张慧

贤说，这话虽然有点功利性，但是也是

激励自己变得更优秀的动力。

现在，张慧贤还经常在自己的微博

里跟粉丝互动，她跟很多在校生分享了

自己的学习方法和经验，比如，“要充

分利用上课时间”“不去自习室不代表

不自习”“学习时间长不代表学习能力

强”“多参加学科竞赛”，等等。有同学

开玩笑地说，她微博中充满着正能量。

张慧贤的朋友圈里有这样一句话，

“ 长 的 漂 亮 是 优 势 ， 活 得 漂 亮 才 是 本

事 ”。 她 接 下 来 的 规 划 是 ： 再 次 “ 沉

迷”于学习，她要为接下来的研究生保

送、面试等做好充分准备，“我可能又

要暂别社交软件一段时间，也希望自己

的 粉 丝 可 以 理 解 我 ， 跟 我 一 起 努 力 成

长。”张慧贤说。

编辑老师：
我儿子现在初二，最近在嚷嚷着

去 美 国 读 寄 宿 高 中 ， 怎 么 反 对 也 不

行。眼看着他学习一般，英语也不算

流利，喜欢宅在家里，完全没有社会

经验，我们当家长的特别担心。如果

拦 不 住 ， 我 只 能 尊 重 他 的 选 择 ， 请

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有效地提升能

力成功留学？

北京一家长

最近几年申请美国高中的竞争越来越

激烈，特别是顶尖的寄宿高中，竞争真的

是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因此申请美国高

中一定要尽早规划和准备。美国高中考量

申请人的背景不外乎以下几个重点方面：

1.GPA （GPA 全 称 是 Grade Point Aver-

age，即平均成绩点数也叫平均分数、平

均绩点）。2. 体现语言能力的标准化考试

成绩，如托福雅思、顶尖高中还需要提供

SSAT。3. 就是孩子的课外活动，包括校

内和校外两个方面。

首 先 来 看 看 GPA， 平 均 绩 点 。GPA
是申请的一个重要指标，它呈现的是你在

申请之前的 3 年里整体的学业状况。美国

普 通 课 程 的 GPA 满 分 是 4.0 分 ， 即 A＝

4，B＝3，C＝2，D＝1。 而 一 些 高 级 课

程，如荣誉课程，AP 课程等，单科 GPA
满分可达 5 分。这跟我们百分制是不一样

的，所以需要一个换算，这个换算目前没

有一个官方的标准，通常平均分在 80 分

以 上 ， 大 概 相 当 于 GPA3.0， 以 此 类 推 ，

大致换算范围如下：

百分制分数 等级 成绩点数

90－100 A 4
80－89 B 3
70－79 C 2
60－69 D 1
60 以下 E 0
申请美国高中，通常是要看申请人在

提交申请前 3 年的成绩单，也就是说如果

你现在是九年级开始申请美国高中，那么

你 需 要 提 交 的 就 是 6、 7、 8 年 级 的 成

绩 。 美 国 的 优 质 高 中 ， 通 常 要 求 学 生 的

申 请 成 绩 在 3.0 以 上 。 如 果 你 的 GPA 低

于 3.0，那该怎么办呢？这要具体看如下

几种情况——

如果你是在马上要递交申请的时候发

现 GPA 过 低 ， 那 么 这 就 是 孩 子 的 硬 伤 。

但如果是孩子所在的学 校 里 ， 老 师 考 核

非常严格，孩子的数学成绩虽然只有 75
分 ， 但 是 已 经 是 班 里 的 最 高 成 绩 。 你 们

就 可 以 请 学 校 的 相 关 部 门 出 具 一 张 排 名

证 明 ， 证 明 虽 然 数 学 分 不 高 ， 但是是班

级里的第一名，就可以弥补 GPA 的不足

了。

如果你孩子距提交申请还有一两年，

那么孩子就要努力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尽

可能大幅度地提高成绩，这样不仅是拉高

GPA，同时也可以证明，孩子的成绩一直

在走高，证明在学习方面是不断努力的，

这样的趋势可以很好地证明努力程度和学

习能力，有效弥补了第一年的成绩劣势。

也就是说，如果想去美国读高中，孩

子要随时监控自己的学习成绩，我们把这

个叫做 GPA Management。
其次，来说说语言标准化考试。标准

化考试可以分为托福和雅思。语言成绩的

高低体现着你孩子的语言能力是否能够胜

任 美 国 高 中 的 学 习 和 生 活 。 美 国 Board⁃
ing School Review 上的大牛学校，基本

都要求托福 100 分以上，其他优质美国高

中很多要求托福 80 分，还有一些可以接

受托福 70 分。但是随着近年来标准化考

试出现的种种状况，很多学校开始考虑通

过面试或者自己的语言测评来替代托福，

或者通过托福和面试并用的方式，来判断

孩子的语言能力。对于来不及参加托福考

试或者考试成绩不理想的孩子来说，选择

这样的学校，无疑是个不错的选择。还有

就是可以多次参加托福考试，用最优秀的

一次来申请学校，也就是大家所说的“刷

题”，这种方法比较适合本身英语基础就

不错，只是不适应托福考试题型的孩子。

对于本身英语基础就比较薄弱的孩子，可

能 几 次 参 加 托 福 考 试 ， 成 绩 提 高 都 不 明

显。那么这样的孩子可以考虑有 ESL 语言

课程的学校，先读语言再进入正式高中课

程，同样也是成功留学的一个途径。

最后说说课外活动。

如 果 说 GPA 和 语 言 成 绩 ， 给 学 校 的

直 观 印 象 是 你 孩 子 适 不 适 合 去 美 国 读 高

中，那么课外活动，就是在告诉美国高中

的录取官，你孩子在课堂以外是怎样一个

人 。 这 个 课 外 活 动 可 以 是 包 括 校 内 的 社

团 ， 比 如 乐 团 、 合 唱 团 、 足 球 队 、 篮 球

队 、 演 讲 、 表 演 ， 等 等 ， 也 可 以 是 课 外

的 ， 比 如 支 教 、 义 工 ， 还 有 就 是 各 项 比

赛。只要是能够说明你在某个方面非常出

色就可以。

对于中国学生来讲会出现两种短板，

一种就是课外活动比较贫瘠，也几乎没有

奖项，另一种就是活动特别多，以至于没

有什么比较突出的部分。这两种类型都是

比较危险的。 那么对于课外活动，我们

应该怎样来规划呢？首先，当你决定要出

国的那一刻起，就要静下心来，回顾一下

以往 3 年的课外活动情况，如果过少，那

么一定要利用剩下的寒暑假，好好规划，

能最迅速弥补背景不足的一个方式就是参

加名校的官方课程。现在留学行业里名校

短期课程林林总总，真假难辨，那么我们

在选择的时候就要多问几个为什么，那些

在名校官网可以查到的，有学校官方颁发

证书的，以及有教授推荐信的课程才是真

正的有意义的课程。对于课外活动过多的

情况，家长可以和孩子一起，最好与比较

有 经 验 的 老 师 一 起 ， 多 进 行 几 次 头 脑 风

暴，从众多的活动中，找出能够突出孩子

特点的一两个，作为文书写作的重点。我

们在分析知名高中录取案例的时候，经常

会发现有的孩子就是罗列了太多的活动和

奖 项 ， 以 至 于 给 录 取 官 的 印 象 是 “too
good to be ture”（好得难以置信）， 所

以对于这样的孩子，一定要突出课外活动

的重点，不要泛泛举例。

最后不得不说一句，申请美国高中，

尽 早 规 划 非 常 重 要 。 我 们 在 日 常 的 咨 询

中，很多家长都会问，什么时候出去最合

适？这个主要看孩子的各方面准备情况，

通常来讲，九年级是个完美的出国时机，

因为对于初中结束的孩子，中国文化已经

学得相对扎实了，并且身心也比较独立，

能够适应在美国的独立生活。同时，九年

级 是 美 国 高 中 的 第 一 年 ， 美 国 的 高 中 是

9~12 年级，一共 4 年，孩子会在美国中学

里度过 4 年跟美国本土孩子一样的学习生

活，无疑在各方面特别是学术英语和背景

经历方面，为申请美国本科名校做了充分

的准备。每个孩子的潜力都是无穷的，去

美国读高中，要尽早规划，充分弥补自己

的短板，才能让申请最优化。

留美咨询专家 王 妍

院士的中学时代

视觉中国供图

视觉中国供图 （资料图片）

出国读高中
那些短板如何迅速弥补

寻找青春榜样

见招拆招

□如今带学生，赵国屏劝诫他们要“勇担重任，当仁不让，就是当一件事很重要但是
没有人去做的时候，我能做我就必须去做；但是，这样的事一定是难做的，所以要锲而不
舍地坚持做下去；同时，在做的过程中，认真学习，提高本领，把事情做成、做好”

□这位同学已拿到了麦克阿瑟天才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里的佼佼者，“他在农村从小
就是孩子王，这就是和人接触之后逐步形成的一种凝聚力”

□今天的教育中，家庭或学校把孩子圈在一个小圈子里，一味地补课培优连轴转，“仅
努力追求个体的优秀，实际上很难取得伟大的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