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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晓旭 通讯员 包春娜

平均学分绩点(GPA)成绩第
一，托福117，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SAT)满分，SAT2生物、化学、数
学三科满分，济南又出了个“超级
学霸”！据悉，凭借优异的标化成
绩以及大满贯的竞赛履历，现就
读于济南外国语学校国际课程中
心的张涵同学已经被美国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神经科学与公共卫
生专业录取。

从骄傲到谦虚的心态转变

即使现在的张涵已经是众多
家长口中“别人家的孩子”，但她
仍然十分谦逊。张涵表示，发生在
高二的一件事，使她认识到了“人
外有人，天外有天”，只有更好地
努力，才能开拓出一条自己的道
路。

“高二的暑假我申请到了一
个全球只录取12人的项目，跟美
国康奈尔大学一位做昆虫声学的
教授搞科研。去之前，我还美滋滋
地幻想着能被带着做出点成果。

但到了以后发现，摆在眼前的只
有一个没空搭理我的博士后以及
一堆完全不熟悉的电生理学设
备，压根没有我一个高中生能插
手的实验。”

“其他实习生在学技术晒结
果的时候，我却只能眼巴巴地翻
阅六周的文献，或者从零开始自
己设计一个全新的项目。那时我
才真正意识到，科研里没有按部
就班，没有围着你转的‘保姆式
管理’，想走出去就必须自己开
拓出一条路。”张涵坦言，“从那
时开始，我从早到晚泡谷歌学
术，跑遍各种实验室找教授讨
论，设计出了一个关于无脊椎动
物神经传导的实验。最后站在讲
台上展示数据的那一刻，我感到
很自豪，并不是因为完成的项目
有多么高精尖，而是因为我用已
有的资源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
最好的结果。”

生物类竞赛获得大满贯

为了随时保持思考，不让脑
子“生锈”，张涵几乎参加了所有

中国学生可以参加的生物类竞
赛，并且获得了大满贯的成绩。

在加拿大国家生物竞赛国
际组中获得亚军，全国脑神经科
学大赛获得亚军，美国、英国生
物奥林匹克竞赛获得全国冠军
并入围亚洲生物医学全国总决

赛，连续两年的UKMT数学竞赛
中，张涵都获得全球前50和年度
最佳选手。

参加竞赛与课业的学习在一
定程度上会产生冲突，在被问到
是如何做到学习与竞赛两不误
时，张涵告诉记者：“学校国际课

程给我提供了便利的参赛条件，
很多竞赛在校内就可以直接参
加，这为我节约了很多备赛时
间。说到备赛，其实也就是提前
预习一下大学入门的课本，熟悉
一下医科入学考试的内容，这些
知识对我来说是乐趣而不是负
担”。

虽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学
霸”，但张涵不认为自己是“书呆
子”，她自我标榜为“文艺积极分
子”，笑言自己不仅拥有学霸的沉
稳气质，还有灵活多样的戏剧细
胞。

在学校，她既是BC生化社的
社长，也是燃剧社的总负责人。

“虽然我的学业主线很早就确定
是生物，但我在戏剧活动中做导
演还兼过演员，周末的时候我还
会参加各类演讲比赛。和许多同
学一样，我也喜欢画画，喜欢看动
漫。”张涵说道。

谈起未来，张涵表示，过去的
高中时光自己在不断破壳成长，
接下来她也会勇敢地面对每一个
挑战和机遇，向着自己的理想加
油迈进。

GPA成绩第一 SAT测试全满分
济南外国语“女学霸”被全球顶尖医学院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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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张鹏

记者从山东省实验中学获悉，在前不久落幕的第二
届“燕园杯”历史写作大赛中，该校7名进入总决赛的学
生中，滕孜信和李想获最高奖特等奖。

为了准备这场比赛，高一18班的滕孜信选择了以自己的远房亲戚
孙干作为主人公，写出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在身边老师和同学眼里，
滕孜信是个均衡发展的“多面学霸”，尤其是对历史、政治等人文社科感
兴趣，尽管才读高一，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有着清晰的规划。

高一学生摘得“文科奥赛”特等奖

2018年12月22日，第二届
“燕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
决赛在北京大学举行颁奖典礼，
此次活动由北京大学主办，复旦
大学、南开大学和东北师大提供
学术支持，被称为“文科奥赛”。
此次比赛中，山东省实验中学有
7人进入全国总决赛，在最终决
出的41个特等奖中，有6名山东
学生，来自山东省实验中学的滕
孜信和李想榜上有名，滕孜信是

其中唯一的高一学生。
“其实得到这个奖有点运气

的成分，毕竟和那么多高手比起
来，我还有很多不足。”说起刚刚
斩获的这个最高奖，滕孜信谦虚
地告诉记者。据了解，2017年，为
响应我国复兴传统文化战略，提
高青少年学生历史文化素养，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发起了“燕园
杯”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并主办
首届赛事，第一届“燕园杯”获得

特等奖的高三学生曾享受北大
降50分的优惠政策。赛事通过引
导高中生书写身边的历史故事，
增进他们对家庭、学校、社区乃
至国家的认同感和使命感。

2018年6月1日，第二届“燕
园杯”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正式
启动，最终从2万余名选手中，评
选出412名全国奖获得者，其中，
特等奖41人、一等奖82人、二等
奖124人、三等奖165人。

“这是我上高中以后的第一
个比赛通知，虽然时间紧张，距
离提交初稿只有十天时间，我还是
不想错过这次机会。”滕孜信告诉
记者，在得到比赛通知后，他马上
开始积极准备，“考虑做什么选题，
这是首要也是最重要的一环。”

经过向历史老师魏明求教，
滕孜信决定做人物专访、写历史
故事。滕孜信在和父母商议时得
知，母亲单位的华侨会馆正在筹
备到欧洲巡展的一战华工图片
展，14万名华工中有9万是山东

人，恰逢一战结束一百周年，滕
孜信觉得这个选题很独特，也有
一定的历史意义。正好滕孜信的
远房亲戚孙干是华工里比较有
代表性的人物，于是便尽快联
系，约好采访时间。

去年9月8日周六一大早，滕
孜信和父母一起从济南驱车两
个半小时，赶到淄博市博山区孙
干的孙子孙光隆的家中，与他进
行了两个小时的促膝长谈。其
间，孙光隆还拿出孙干所著的

《欧战华工记》《世界大战战场见

闻记》手稿的影印件。“当天下
午，我又回到济南，赶到山东华
侨会馆，观看了一战华工图片
展，对事件有了全面的了解，对
孙干的思想和精神有了更加准
确的把握。”滕孜信告诉记者，在
确定主题后，他开始着手写作初
稿，基本上利用自习课时间，就
这样，从采访到写作完成初稿，
滕孜信只用了十天。

初赛作品提交后，滕孜信又
利用课余时间进行了修改和扩
充，最终完成的作品近9000字。

他用十天时间写完9000字初稿

12月9日，滕孜信在南开大学
参加决赛。“面试的题目很开放，
总体来说并不难。第一题是谈一谈
你最喜欢的一个历史人物，并简述
原因。我选择围绕孔子展开话题，
考官随机补充了一个问题，‘你认
为高大上的孔子有什么缺陷或者
局限’。第二个问题是，假如你是校
学生会主席，对弘扬传统文化有什

么想法？第三个问题主要对所提交
文章的真实性和其中部分细节核
实，包括人物性格、采访经历等。”
滕孜信告诉记者，面试分组进行，
每个组40人，主要考查史学能力、
语言表达能力和时间把握能力。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滕孜信
很健谈，聊起他感兴趣的历史话题
滔滔不绝。

健谈的他和考官聊孔子

最近计划“啃”《全球通史》

1月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
国历史研究院正式成立，滕孜信
得知后很兴奋，“这确实是个好消
息，说明国家对历史这门学科也
越来越重视。”滕孜信告诉记者，
和经济、工商这类热门专业相比，
史学研究确实是个冷门，在就业
方面出路比较窄，“想沉下心来做
史学研究并不简单”。

据了解，初中毕业于山大附
中的滕孜信在班里一直名列前
茅，各科成绩都非常均衡，对于历
史的兴趣最早是从小学二年级开
始的。作为一个“历史迷”，平时他
只要遇到历史方面的书籍都会

读，专业著作中尤其喜欢黄仁宇
的《中国大历史》、钱穆《中国通
史》。“经过这次比赛，不仅增进了
我对历史的兴趣，为了完成历史
写作，从自设选题到搜集资料，再
到还原完整故事等方面都有明显
提升。”滕孜信告诉记者，最近他
打算去“啃一啃”历史著作中引用
最多的《全球通史》。

对于今后的专业选择，尽管
正在读高一，滕孜信已经有了明
确的方向，从事人文社科研究是
他的一个志向，“法律、经济、历史
专业都有可能，并不局限在历史
这一个学科。”滕孜信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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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滕孜孜信信((左左))和和李李想想摘摘得得特特等等奖奖。。 受受访访者者供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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