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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各种各样的方式重复。”一名
曾在衡水中学教语文的老师说。

除学科自习外，其他自习课，老
师不允许进教室。在学科自习上，老
师也不允许统一讲解。对学生单一
辅导时，老师的声音放到最低，不能
影响其他人。

上述语文老师介绍，到高二结
束，基本学完高中课程，高三全年都
在复习。复习有三轮，各有重点。同
时会做大量模拟考题。

因高考成绩优异，衡中的高三习
题被传得很神秘。衡水中学不用市
面上现成的习题，宣传处主任张永介
绍，衡中的习题都是经过老师精心挑
选的。“原来做 5 套题才能达到的效
果，现在做一套就行了。”

对于题量，曾经有个说法：如果
一套题 70%的学生答完了，那就是不
合格的，因为这说明很多学生的时间
被浪费了。

来自石家庄的一名学生家长起初
并不赞成让儿子大量做题，但是同事
女儿的经历让她改变了想法。这个
女孩在石家庄上学，成绩不错，平时
做题不多。去年高考时因很多题型
没见过，一下子蒙了，结果只考了三
本。“做得多了，才能不慌”。

“每天反省很必要”

学校的氛围让学生觉得，“不
好好学习，对不起同学”

因为奥赛获奖，衡水中学高三学
生李秋宇已被保送清华大学。这些
天，他没离开学校，他成了“老师”，负
责辅导高二奥赛练习。

李秋宇喜欢“有规律的生活”：早
上5:30起床，然后跑早操。

衡水中学高二学生王奕文也喜欢
跑操，认为喊口号，“很提神”。

她说每天早晨 5 点半起床并不
难，听到铃声就会醒，这是“条件反
射”。然后十分钟洗漱，开始跑步。

跑步前，有大概 5 分钟的集结时
间。这个时间她和同学们都会带着
学习资料，“背一个单词都是收获”。

“从这一天开始，就要把思维带到学
习上来。”

之后是语文和英语的早读时间。
王奕文说，大声朗读，会帮助提神。

由此，全天 13 节课开始，直到晚
上 10点半。有学生说，学校的氛围让
他觉得，“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同学”。

这样的作息时间，在衡水的各所
高中，基本是通用的。

在衡水中学高二年级的教学楼，
大厅墙上有三句话：我来衡中做什
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
做得怎么样。这被称为每日“三思”。

衡水中学宣传处主任张永说，对
于高一高二的学生，“每天的反省很
有必要”。

“天下第一操”

学生跑操“有一股子压倒一
切的气势”

高一到高三，衡水中学的学生
们，吃、住都在校园，每两周放假过一
次周末。

在不放假的周末，学生们要和平
时一样学习。

据介绍，在衡水市，另有一些高
中，一个月放一次周末假。

“跑操”，是衡水中学的一个符
号，相关视频在网上流传后，被称为

“天下第一操”。
跑操的时候，每个班学生组成一

个方阵，绕操场跑圈。队伍紧凑，间
距一致，步伐一致，速度一致。除了
喊“一二三四”，还喊着“超越自我，挑
战极限”等口号。

张永说，不做广播体操，是因学
生多，场地不够，学生又要锻炼身体，
只能跑跑步。结果，现在其他学校都
在学“跑操”。

前任校长李金池说，北京海淀的
高中校长团曾到该校参观。听说大
课间不做广播操而是跑操，非要亲眼
看一看。

“看着看着，几位校长忽然掉下
了眼泪”。李金池说，对方称是激动
的，“你们学生有一股子压倒一切的
气势”。

老师开会“偷偷阅卷”

“五一”、“十一”以及周末，
衡水的老师基本不能休息；亦有
老师称“感觉很幸福”

王亚玉是去年河北省的理科高考
状元，她说其实我没什么特别，在衡水
中学，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那些老师。

衡水中学的老师，每月工资三四
千元，超过当地公务员。老师们说，
这份薪水建立在近乎公务员两倍工
作时间之上。

备课很重要。因学生大部分时间
是自习，每门课每天一节正课 40 分
钟，老师们需要在极短时间内讲清楚
必讲内容。

从学生早读开始，任课老师就要
进入工作状态。如果是班主任，工作
时间还要提前，有的要陪学生跑早操。

每天下午 5 点半下班，之后至晚
上9点半，是老师们的弹性工作时间。

除了备课，老师们要出很多习题，
并判卷。为了了解习题的深浅，老师要
把习题都做一遍。

“经常看到老师在学校开大会时，
偷偷在下面阅卷。”一名语文老师说。

除高考、暑假和春节，在“五一”、
“十一”以及周末，老师们基本不能休
息。一位女老师对自己婚礼上情形记
忆犹新：丈夫的同事都来了，留给自己
同事的座位都空着。“红包到了，人来不
了，因为实在走不开。”

信金焕在衡中任教 18 年，去年刚
被评为特级教师。她说一评上特教，
马上收到了北京朝阳区的邀请函，承
诺解决全家北京户口，提供住房，安
排丈夫工作和孩子就读。

她拒绝了邀请。她说自己不到
40 岁就评上特级教师“是学校看得
起”，而且“在这里感觉很幸福”。

衡水中学副校长王建勇说，学校
计划进行“最美婆婆”评选，表扬那些
支持儿媳妇工作的婆婆们。

践踏教育成就高考？

“衡水”军事化备考亦引发争
议；专家称，只要高考不改，衡水模
式就会存在

“衡水现象”，吸引了周边地市的
大量“尖子生”前来就读，甚至还有北
京的学生。

记者了解到，北京在高考自主命
题前，有很多北京学生来衡水中学读
书，如今仍有个别北京学生。

据介绍，河北其他地方的一些校长
和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一边向衡水学
习，一边向省里写信举报。他们认为，
衡水跨区域招生，影响教育均衡。

河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正处级
调研员李强，专注高中教育研究 10多
年了。他说他理解其他地市的苦衷：

“尖子”走了，升学率受影响。
李强介绍，2003 年以来，河北省

教育厅出台过限制措施，不过这些规
定其实“底气不足”。“我们考虑的是，
规范一下秩序，大家不要乱来。”

李强说，他也私下“敲打”那些“告
状的”学校：你们那的孩子都跑了，他
们背井离乡到别的地方求学，付出了
更多的成本，这是你们的罪过。

在学生们往衡水跑的同时，“衡水

模式”也备受争议。批评的声音认为，
军事化的备考，题海战术，让学生麻木，
扼杀创造力。

上述邢台的高中老师认为，“衡中的
教学模式严重践踏了中国的高中教育”，
但让他矛盾的是，在目前的考试模式下，

“谁不学衡中，谁就将被彻底淘汰”。
衡中的教学模式逐渐在衡水其他

学校推广开来。
该模式下，一所学校的高考奇

迹，演变为整个衡水所有中学的高考
佳绩。

在衡水市，衡水二中以及冀州、武
邑、枣强等县级中学，每年也都有约5人
考入清华、北大。

李强认为，衡水现象与衡水的
“盐碱地文化”有关。衡水什么自然
资源都没有，只有盐碱地，“考学是唯
一一条出路”。

李强说，衡水人很能吃苦，“我都
感觉老师很苦，但是他们内心很愉
悦，这是衡水高考好的基础条件”。

李强说，上世纪 90 年代时，他去
衡水一个县级中学调研，看到学生们
的学习劲头，差点掉泪。

县委书记给这所中学送了块匾，
上书“人才的摇篮”。但李强并不认
同：你别说培养的是人才，充其量只
是一个大学生的加工厂。

李强认为，目前高考只顾及了人
才培养的某一方面，标准是分数，而
高中教育中，训练越多，错误越少，
扣分就越少。“衡水现象”最大的特
征就是，“对高考这个目标的管理特
别有效”。

河北省教育厅一名工作人员认
为，衡水适应了目前的高考制度，只
要高考不改，这个模式就会存在。

但在李强看来，现在衡水的情况
已发生变化。他说当地也发现存在的
问题，并且在调整办学方式。

（上接A10版）

衡水中学，随处可见标语口
号。它们分布在校园路上，教学
楼大厅里的倒计时牌上，学生宿
舍，甚至学校印刷的笔记本上也

有。班级墙上的标语有，“血
狼精神，与我同在”,“今
日疯狂，明日辉煌”。

在高二年级教学楼，大厅墙

上有三句话：“我来衡中做
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
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
么样。”这被称为每日“三思”。

跑操时喊的口号：“超越
自我，挑战极限”、“放飞
青春，勇攀高峰”、“自强
不息，志与天齐”，班级旗

帜上的标语是“为梦想浴
血奋战”。

衡中口号每年都不一样，
2011 年 的 标 语 和 2010 年 就 不

同，其倒计时牌上写着，“十
二载潜心铸剑，今朝及
锋而试”；楼道上的横幅则

是，“万念归一，用虔诚
追求梦想”。

有学生说，学校的氛围让他
觉得，不好好学习，对不起同学。

■ 衡中口号

衡水中学教学楼里的2010年高考倒计时牌和标语。标语每年不同。 资料图片

衡水中学的学生在跑操，这被称为“天下第一操”。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