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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上学挺调皮 差一点就留了级
15岁成为山大本部今年年龄最小新生，听他分享当年糗事和成功秘诀

记者 徐玉芹

四岁上学差点留级

郭志鹏来自河南鹿邑。河南省学龄前
儿童一般要上三年幼儿园加一年学前教
育，而郭志鹏只上了一年幼儿园，第二年就
被送进了小学。

4岁就上小学，虽然有点儿基础，但年龄
确实有点小。在郭志鹏的记忆里，一年级的
时候他比较调皮捣蛋，在班里没少惹老师生
气。“那时候我喜欢画画、做手工，不喜欢上
课，一下课我桌子底下都是碎纸片。”他告诉
记者，可能是因为年龄太小，还没上道，一年
级时他的作业很少完成，成绩也不是很好。
因为调皮捣蛋，还把老师气得不轻。“后来老
师找我爸妈谈话，想让我留级一年，但我爸
妈考虑再三，还是让我跟着上二年级。”

到了二年级，郭志鹏的感觉突然来了，
那是一种被激发出来的胜负欲。

郭志鹏说，二年级时班里有个同学总
和他比成绩。“刚开始的时候我考不过他，
每次考不过他，他就会嘲笑我。”同学的嘲
笑激发了郭志鹏的胜负欲，“加上当时老师
找我爸妈谈话之后，爸妈对我的管理比以
前严了，也开始立规矩，比如放学回家必须
马上做作业，晚上不让出去玩。”就这样，郭
志鹏慢慢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上课听
讲认真了，作业也能做完了。到了三年级期
末，他拿到了全校第一的好成绩。“当时那
种自豪感特别上头，”郭志鹏忍不住笑了，
他说，那一刻他感到当第一真好，以后还要
当第一，“有点上瘾”。

胜负欲被激发出来，又在父母的帮助
下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之后，郭志鹏在“当
第一”的路上便一发不可收。“不知是不是
巧合，从那次开始，一直到小学毕业，每一
次考试我都是第一。

郭志鹏回忆这段过往时总结道，二年
级时父母的严管，对他养成好的学习习惯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一开始也不理
解，但后来很快发现，在被严格管理之后，
我是进步的，考第一的频率越来越高，这说
明父母的严格管理是有道理的。”既然有道
理，那就接受下来。包括直到高考结束才拥
有第一部智能手机，这也是他所能够接受
的，“我爸说手机只是工具，人只是去使用
它，而不能被它奴役。我认可这个观点”。

“有道理就接受”，这也符合记者多年来
采访过的“小大学生”们身上普遍具有的特
点。

父母都是数学教师

根据以往采访经验，多数“小大学生”
有一个相似的家庭背景——— 家里有人从事
教育工作，郭志鹏也不例外。郭志鹏的爸爸
告诉记者，他是高中数学老师，教了郭志鹏
三年数学；郭志鹏的妈妈是初中数学老师。
虽然郭志鹏的初中并不是在妈妈所在学校
上的，但妈妈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不可或
缺。

在郭志鹏眼里，爸爸妈妈在他成长过
程中是陪伴者，是最关心、最体谅他的人。

“他们平时工作都很忙，真正和我面对面的
时间很少，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影响。比如
他们工作都很努力，我也会觉得如果一天
没好好写作业，就会很空虚。”

但教师就是教师，在如何引导孩子方
面，他们有自己一套有效的方法。郭志鹏告
诉记者，在他遇到问题的时候，父母不会主
动教他怎样去做，而是让他自己想办法。“他
们平时都会放手，但在我真正遇到困难、自
己解决不了的时候，他们又会体谅我。”

郭志鹏清晰地记得小学六年级为参加
初中选拔考试训练时的经历。“小学六年级
我的成绩还算可以，但为了参加初中选拔考
试，要做很多难题。”郭志鹏说，有的题很难，
他不会做，爸爸妈妈也不给他说，而是让他
思考。“他们很少给我讲东西，不会像别人那
样一步一步给我讲怎么解。他们非常喜欢让
我自己自学，哪怕是自己看答案研究”。

自学，自己思考，自己看答案找出解题
办法，这比手把手地教更能够激发他的成
就感。郭志鹏说，也正是从那时开始，他开
始对数学和物理感兴趣。

进大学后先把学习搞好

郭志鹏年龄虽小，但跟比自己大两三
岁的同学在一起，他都能相处得很好，“没
有什么障碍”。“我没把自己当小孩儿，大家
都是平等的，尤其是在学习上。”

对于大学生活，郭志鹏充满憧憬。“进
大学之后，学习肯定是第一位的，要先把学
习搞好。”不过，他希望自己的大学生活不
只有学习，“我想尝试当一下班干部，为班
级建设尽一份力”。

学习之余，郭志鹏喜欢弹钢琴，吹葫芦
丝、巴乌，还喜欢踢足球、打羽毛球。听说山
大有很多有意思的社团，郭志鹏希望自己
能够加入，“锻炼自己，突破自己的舒适
圈”。

山大还有各种类型的志愿服务活动，
郭志鹏也想参加一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
事，为社会为他人献上一份温暖”。他还希
望在山大学习期间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不断充实自己，“无所畏惧，追逐梦想，成长
为真正能担负起国家重托的好医生”。

记者 徐玉芹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不
是加了新生群嘛，群里有个同
学很活跃，我挺喜欢，就点开她
的头像进去看了看，结果发现
她的生日和我一样！”9月3日，
正在家里为报到做准备的黄文
彦想起那一刻还是忍俊不禁。
黄文彦，今年高考考了626分，
考入山东大学齐鲁交通学院智
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在这
里，她遇见了与自己高考同分、
同年同月同日生，还分到了同
班、同宿舍的杨紫晗。

“真是太神奇了！”黄文彦
来自临沂第十九中学，今年高
考考了626分，考入山东大学齐
鲁交通学院智能建造与智慧交
通专业。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
她很快加入了新生群。“群里有
个女孩比较活跃，性格很开朗，
是我喜欢的类型，就点开她的
头像看了看，生日与她一模一
样，当时还不太敢相信，就加她
好友问了问，结果竟然是真
的！”黄文彦说，两人加好友时
还没分班，当时还打趣说，要是
能分到一个班就好了，没想到
梦想成真，甚至超出期待，还分
到同一个宿舍。“非常开心能够
和紫晗分到一个宿舍，希望我
们能够成为很好的朋友。”

如果说在山大遇到高考同
分的同学并不稀奇，那么，同分
还是同专业、同班、同宿舍，而
且同年同月同日生，那的确是
太神奇的缘分。杨紫晗说，自己

做梦也没想过会这么巧，“真是
太神奇了！怎么会这么巧！”杨
紫晗说，因为有了这层关系，心
理上感觉两个人更亲近。

杨紫晗来自滨州北镇中
学，高中选考科目为物化地，高
考考了626分。“高考结束后我
爸就开始研究志愿，觉得我这
个分数能够上山大。智能建造
与智慧交通是山大去年新设的
专业，符合时代发展需求，觉得
这个专业很好，就选了。”而她
本人，从小喜欢地理，本来想学
测绘，后来觉得智能建造与智
慧交通这个专业有异曲同工之
处，而且山大也是她向往的大
学，便敲定了这个志愿。“我有
很多学长学姐都在山大，有个
表姐在山大青岛校区。他们都
说山大学习氛围好，是个适合
学习的地方。”

黄文彦之所以选择山大的
智能建造与智慧交通专业，主
要有三个原因：一是离家近，二
是全家都很喜欢山大，三是爸
爸大学学的是交通土建工程，
从事的交通建筑行业，看好这
个专业的发展前景。

对于大学生活，黄文彦和
杨紫晗都充满期待。两个人都
希望能够好好学习，争取继续
深造。学习之余，黄文彦喜欢弹
钢琴、画画，也喜欢看课外书，
十足的文艺女青年。杨紫晗则
喜欢跳舞。两个人都希望能够
参加社团锻炼自己。祝愿她们
能够并肩逐梦，书写人生的新
篇章。

山东大学今年录取的新生中，15岁的郭志鹏是本部年龄最小的新生。今年高
考，他以657分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临床医学（5+3一体化）专业。与同龄人六岁
半才上小学不同，郭志鹏四岁就开启了自己的小学生活。回忆初入小学的时光，
他忍不住发笑，“那时候比较调皮捣蛋，没少惹老师生气。”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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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志鹏（右）报到后和父亲在自己宿舍内合影。 记者 王凯 摄

黄文彦（左）与杨紫晗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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