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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城15名“强基”学子圆梦清华北大
清华、北大公布强基计划招生情况 部分考生向学弟学妹们分享备考经验

7月 5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强基计划招生情况公布。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青岛至少有15名学子被两校的强基计划
录取，今年考入清华、北大的青岛学子已升至40人左右。昨
天，记者采访了9位被这两所名校录取的青岛学子，听他们向
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的“强基经验”。

记者了解到，目前被清华、北大
强基计划录取的 15 名学生来自全
市 9所高中，其中青岛二中 5人、青
岛西海岸新区一中2人、平度一中2
人、胶南一中1人、城阳一中1人、即
墨实验高中 1人、即墨二中 1人、莱
西一中1人、莱西实验学校1人。

15 名学生中，9 人被清华大学
录取，6人被北京大学录取。其中，
青岛二中冯青同、汪之茗为竞赛生，
被破格录取；青西一中朱昭宇曾在
物理奥赛中夺得银牌，被破格录取；
其余12名学生则凭高考成绩入围。

15 名学生中，3 人高考成绩达
到了 690 分，分别为青岛二中的殷

艺轩（691 分）、冯青同（691 分）以
及青西一中的尹之桐（690分）。据
老师介绍，按照高考成绩，3人是可
以被清北裸分录取的，但在位次上
没有太大优势，专业选择上会受
限，为此 3 名学子选择冲刺强基计
划并成功。

根据高考成绩公布以来的数据
统计，截至目前，今年青岛考入清
华、北大的学子已达到 40 人以上，
这一数据中还不包括艺术类（美
术）、提前批等考生。接下来，随着
不同批次、不同类型的录取结果出
炉，今年青岛考上清华、北大的学子
人数还会继续增加。

“北京大学的强基计划考试分
为笔试和面试。笔试的考试科目为
语文和数学，面试为线上面试，主要
考查考生平时对知识点的积累。”殷
艺轩表示，想入围名校的强基计划，
高考成绩非常关键。平时应该注重
课内学习，保持课内成绩的稳定，找
到自己的问题并努力解决。

对于北大强基计划的笔试，殷
艺轩总结自己的复习计划后坦言：

“我虽然参加过物理竞赛，但数学成
绩并不占优势，所以我提前复习高
一、高二的数学知识，练习一些高中
数学竞赛一试的题目，这些对于强
基计划考试很有用。此外我还学习
了数论相关知识，同时多练习计算，

提高自己的计算速度。语文方面，
平时就要做好积累，把基础知识学
得更加扎实，强化文言文功底，提高
自己的语文综合素养，才能在强基
计划的笔试中灵活应对，考出理想
的成绩。”

对于北大强基计划的面试环
节，殷艺轩告诉记者：“北大的强基
面试主要考查考生平时积累的与基
础学科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所以殷
艺轩在参加物理竞赛的过程中，会
提前进行一些研究性学习，参加相
关夏令营等活动，了解物理学前沿
的相关知识。这些知识的积累是帮
助她从容、顺利走出面试考场的关
键所在。

“高考备考的第一步就是要做到基础扎实，这
也是贯穿高三学习的主旋律。”宋佳霖认为，所谓基
础，就是一个涵盖所有题型、记录所有规范答题格式
的系统性解题体系。这一体系的优势在于，首先它
能帮助考生快速准确地拿到所有中低档题的分数，
而这些分数可以占到试卷分数的80%；其次，虽然
它不一定能帮助考生解决部分难题和创新题，但
它可以帮考生节省下充分的时间来尝试解答这些
难题。

如何构建系统性解题体系？宋佳霖以数学举
例：“可以找一张白纸，写下所有知识点，在知识点
后写下所有见过的题型，在每个题型后写下所有
的答题思路。第一次整理的体系肯定是不完整
的，但在高三的学习过程中，不妨在每次考试前都
尝试整理一遍，既能总结前一阶段的收获，也有助
于在考试中应用体系，锻炼熟练度。多次重复这
一过程，这一解题体系就会日益完善，实践效果也
会越来越好。”

“高考备考的第二步是要做到能力提升。”什
么是能力？宋佳霖认为，就是拥有临场解决 20%
难题的解题素养。如何能够提升这种能力？最简
单的方法就是有针对性地刷题。这种刷题不是为

了提升熟练度，而是为了培养临场应变的思维和
能力，所以追求的不是量大，而是质精。还是以数
学学习为例，多尝试练习压轴题，认真研究答案。
一种精妙的解法，标志性的、有别于其他解法的步
骤往往只有两三步，一定要找到它们，厘清它们的
脉络。在这一过程中，你会认识到这些步骤在解
题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面对难题时，在条件和结
论中插入一个个步骤，用它们串联起整条逻辑链，
解出难题也就水到渠成。这是对于数学解题逻辑
本质的掌握，对于其他学科也有借鉴意义。

对于明年想要备战强基的考生，宋佳霖也有
经验分享：“准备强基计划，重点在于平时的积
累。”以清华强基计划为例，笔试包括两部分：难度
略低于竞赛的数理化不定项选择和展现专业志趣
的文章写作，而面试则是让考生现场阅读材料并
回答问题。这些都是需要在平时就着手准备的，
很难通过一两周的冲刺实现质的飞跃。“我建议有
志于报考强基计划的同学们，一是从现在起就开
始学习达到竞赛难度的知识，辅以刷题练习；二是有
意识地关心学科前沿领域，做有深度的研究学习；三
是可以利用一些时事新闻材料，模拟现场阅读和回答
问题，锻炼短时间内分析材料和组织观点的能力。”

“在 2021 年和 2022 年，我两次获得了全国信
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银牌，破格入围北大强基计
划。今年高考，我获得了686分的总成绩，数学和
物理都是满分，但是语文失利了，没能达到裸分
线。我想介绍一下平衡竞赛和文化课学习的方法
以及文化课的学习经验，希望学弟学妹们取长补
短。”汪之茗说，如果选择竞赛这条路，首先要在平
衡文化课学习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参加竞赛时，
如果想要冲进省队、赢得奖牌，一般都需要停课数
月，这就对赛后回归文化课学习、恢复正常成绩水
平提出了很高要求。

结束竞赛后，需要大规模补强文化课。比较
有效的方法是每段时间集中学习一个科目，其他
科目只保持最低限度的学习节奏，当这一科目成

绩显著提高之后，再转移学习其他科目。在学习顺
序上，应该尽可能选择相对较强且容易拉分的科目，
通过集中学习，将这一科目的成绩提高到很突出的
水平。”汪之茗认为这种学习方法会产生一种带动其
他科目提高的效果。

对于每个学科的学习，汪之茗也分享了一些行
之有效的方法。“2022年高考时数学题很难，此后一
年中的模拟题都难度大增，结果今年的数学高考题
却比较简单。”汪之茗表示，不能把拉分的希望过
度寄托于数学，自己就是猛练数学，结果高考分数
根本拉不开。而对于数学成绩的提升，在先掌握基
础知识和一部分二级结论之后，再从正常难度的模
拟题刷到较难的模拟题，中间总结遇到的套路和错
题即可。

青岛二中 殷艺轩

注重课内学习，做好日常积累

“很荣幸能给学弟学妹们提供
一些学习方面的经验。”冯青同向记
者介绍，对于语文学科来说，不积跬
步，无以至千里，一位老师曾说过：

“文科是日积月累的水磨功夫。”这
话确实不错，语文学习中最重要的
莫过于积累。

冯青同告诉记者：“当把所有做
过的选择题放在一起比较时，会发现
选项的错误类型和内在逻辑是有迹
可循的。有时面对主观题会觉得无
从下手，但记录题目类型、整理题目
答案时就会发现，只要把答题角度立
起来，主观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
做。让很多人头痛的作文题，总结出
题目的不同类型，也有可以套用的结
构和思路。”所以，想要学好语文，不
能只靠大量做题，最重要的是让每一
套题都做得有价值，要学会使用改
错本、积累本，并且经常翻看，只有
这样，知识才会真正变成自己的。

“模拟题夯实基础，多思考提高
上限。”对于数学学科，冯青同说，

2023 年高考数学Ⅰ卷的难度有所
下降，侧重考查考生的细致、心态等
应考能力。想要培养这些能力，多
做模拟题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和
学习语文一样，做数学题也不能只
追求量，而应该追求质与量的辩证
统一，学会见题思类、见类归法，并
尝试深入思考命题人的意图和题目
解法的内在逻辑。

针对今年高考中略有难度的英
语试卷，冯青同认为英语的复习方
法和语文学科相同。“多积累、多运
用。”他说，英语单词是读懂文章和
写作文的基础，不认识单词，一切都
是空谈。对于背单词，他给大家推
荐了一种记忆方法：首先要会读，查
阅音标，弄清单词发音；其次要掌握
英译汉、汉译英，背诵拼写。做好以
上步骤后，就到了应用的时候了。
语言的应用能力主要反映在作文
上，想要写好作文，一是要多背诵词
组、句子，做好积累，要多写并且多
找老师帮忙看，才会有所提高。

青岛二中 冯青同

重改错多积累，把知识变成“自己的”

青岛二中 宋佳霖 建立“解题体系”,答卷快速准确 青岛二中 汪之茗 在参赛和学习之间找好平衡

在清华大学强基计划招生考试中，史尚坤
以优异的成绩成功入围。7月6日，在谈到学习
心得时，史尚坤说，自己平时学习时喜欢提前做
好计划，明确行动目标。不仅要学好书本知识，
还要注重知识的拓展和迁移。有了极强的规划
能力，学习中才不会浅尝辄止，而是系统性地学
习并进行反思总结。

“学习理科，数学尤为重要，一定要学好数

学，用数学来带动化学、物理等其他科目的学
习。”史尚坤分享了自己的独特学习方法和经
验。对于文科学习，史尚坤认为关键在于平
日的积累，只要在学习中好好规划，不断累积
知识，到时一定会有所收获。史尚坤的老师
介绍，史尚坤的规划力和行动力极强，每天都
会自觉学习到晚上 12 点，同时保持着早起的
习惯。

莱西一中 史尚坤 在规划中学习，在思考中拓展

“我对成绩直觉还是挺准的，考完后就觉得自
己考得还行，这个结果也算在意料之中。”张无忧
表示，自己的自信源自于对文化课的扎实掌握。

“高三时的复习要针对各科特点形成系统的学习
方法，并且做到回归课本。”张无忧说，对于语文课
本中的每个单元，首先熟悉整体内容，最后进行学
习方法的总结。而在数学学习中，计算能力一定
要过关，在平常训练中养成规范化书写答题步骤
的习惯，并每周钻研一两道难度超出自己解题能
力的题目。

张无忧的父亲在采访中告诉记者，自己从孩
子小的时候便教育她“每天坚持一个好习惯，改正
一个坏习惯”：“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改掉一个坏
习惯，就相当于养成一个好习惯，你就会越来越优
秀、越来越突出。”

张无忧考出优异的成绩也离不开学校和老师

的培育，她说：“刚上高三的时候，同学们的各科学习
都存在一定问题，老师教会我们一套行之有效的方
法去克服困难。”记者了解到，城阳一中的老师针对
每个学生的学习特点制定教学方案，而张无忧则不
打折扣地落实学校和老师安排，无论是听课还是写
作业、考试，认真踏实做好每一件事情。张无忧表
示：“我们全班同学经常在一起探讨学业，我觉得和
同学们交流起来更轻松和容易。同学们的友情是支
撑我走完高三艰苦学习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即将进入北京大学攻读历史学科的张无忧，
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北京大学历史
学科更偏向于科研，我计划在大一、大二时打牢知
识基础，大三、大四时逐步培养自己的科研能力，
并在读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期间做出一定的
成果，毕业之后能够在国内高校任教，推动历史学
科的发展。”

城阳一中 张无忧 每周钻研一两道超出能力的难题

胶南一中 刘宇轩

将强基思维和课内知识衔接起来

“我有一个梦想：成为一名医
生，救死扶伤。如今梦想照进了现
实。”刘宇轩在接受采访时高兴地告
诉记者，他通过强基计划，被北京大
学基础医学专业录取。

对于强基考试的成功，刘宇轩
特别感激胶南一中长期以来对学生
强基思维和能力的培养。学校在寒
暑假期间多次进行竞赛和强基培
养，在高三冲刺阶段，学校和任课老
师也非常注重强基思维与课内知识
的衔接，专门聘请教练助学生拓展
知识。高考结束后，刘宇轩就投入
了强基计划的备考中，心无旁骛地
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培训，并从中
总结反思，收获知识、提高能力，“虽
然很累，但是收获满满。”在高中学
习中，刘宇轩喜欢涉猎一些课外知
识，尽管没有参与过正式的数学竞
赛，但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数学竞
赛知识，对于深入理解和掌握强基
课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回忆起强基的笔试过程，刘宇
轩说自己很放松：“笔试第一个小时
考语文，基本上是阅读理解、文言文
题，其中掺杂了字音字形等基础
题。第二个小时考数学，共 20 道
题，难度比较大，当时按部就班地做
出来的可能不到一半。但我觉得，
除了参加过数竞的同学，题目的难
度对大家来说是一样的，只要保证
会做的题做对、做好就行。”

成功进入面试后，刘宇轩回忆：
“约 8 分钟的面试，主要是自我介
绍。两位主考老师的提问主要围绕
对专业的理解和志向，以及个人的
兴趣爱好等。”刘宇轩表示，面试过
程中一定要沉着自信，体现出自己
对未来规划的决心和认知很重要。
对于未来，刘宇轩十分笃定，他从小
就喜欢医学，长大后更热衷于通过
研究基础医学认识人体与疾病的本
质与规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对
医学的发展作出贡献。

即墨实验高中 刘峻硕

做任何事都要“早一点，勤快一些”
7月5日下午，即墨实验高中刘

峻硕被拉入清华大学学长组建的微
信群，他得知自己向往已久的清华
梦终于圆了！经过再次确认综合成
绩，他通过了强基计划综合考核，并
被理论与应用力学专业录取。

“他最大的特点就是特别自
律。”刘峻硕的老师介绍，刘峻硕是
个擅长规划、目标明确、坚韧自律的
孩子。高一开始，报考清华大学的
梦想就种在了刘峻硕心底，并成为
他高中三年努力的目标。每天，第
一个走进学校的总是刘峻硕，他相
信做任何事都早一点、勤快一些没
有坏处。他在日复一日的坚持中，
打牢了自己的知识基础。

“学习之余，我会通过网络搜罗
教辅资料，进行自我拓展。高考后

的一个月是冲刺强基的关键时期，
适当放松之余，我一直按部就班地
进行拓展训练。我对航空航天领域
心怀向往，希望能在自己的兴趣领
域里深耕。”刘峻硕介绍，清华大学
强基综合成绩是由高考成绩和校考
成绩折算得来的。刘峻硕认为清华
大学的校考既站在了时代前沿，又
很接地气。当时 3 位考官面试，给
了他一份材料，让他分析材料中的
问题，并问了他对于专业方向的想
法。刘峻硕说自己拿到材料时比较
紧张，但老师们交流起来很随和，整
个面试过程自然流畅。互联网提供
了极大的学习便利，他建议学弟学
妹在日后的学习中要关心时事，关
注一些相对专业的网站和公众号，
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

即墨二中 郑姜砚多

竞赛经历有助于培养学科思维
即墨二中考生郑姜砚多的高考

总成绩，正处在清华和北大祼分录
取的边缘。让郑姜砚多兴奋的是，
自己顺利通过了强基计划的选拔，
被清华大学数理基础科学专业录
取。7月6日，郑姜砚多的班主任王
龙介绍，郑姜砚多在强基考试中表
现突出。记者了解到，清华大学强
基计划笔试考查数学、物理、化学三
科，题目比高考难很多。强基的笔
试成绩在总分中占9%，面试成绩占
6%，高考成绩占85%。

郑姜砚多介绍，自己在笔试和
面试中发挥得都不错。清华强基计
划的试题侧重对理科思维的考查。
面试时，他拿到了一篇长文章，要求
现场阅读、分析题目，并给出答案。

凭借着平时的知识积累，他取得了
优异成绩。郑姜砚多此前有过参加
数学竞赛的经历，并拿到过省二等
奖的好成绩。他认为竞赛经历对自
己培养学科思维有很大帮助，有了
竞赛经历，应对高考中的拔高题以
及强基选拔中的考题都游刃有余。

王龙介绍，在强基面试的前两
天，几个老师陪着郑姜砚多一同到
了北京，为他加油鼓劲。郑姜砚多
说起自己取得的成绩，对每一位老
师都表达了感激之情。他将心怀梦
想，背负着老师们的希冀，继续奔赴
在实现梦想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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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青岛二
中冯青同（左）和
汪之茗（右）。

图 2：青 岛
二中宋佳霖。

图 3：青 岛
二中殷艺轩。

图 4：
即 墨 二 中
郑姜砚多。

图 5：
即墨实验高
中刘峻硕。

图 6：
城 阳 一 中
张无忧。

图 7：
胶 南 一 中
刘宇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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