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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通讯社真正体验记者

作为学校建立的第一个社团，通
讯社的同学们经历了中国网球公开
赛、广州亚运会、深圳大运会现场报
道的洗礼，也现场采访了俞敏洪、
David Diebold、鸠山由纪夫等各界
社会名流。接下来更是要到伦敦奥

运会的赛场上一展自己的风采。从
不知道如何做三人一组的采访到现
在团队配合很默契，从很不愿意通宵
写稿到现在主动交稿，从只会表达自
己浅显的看法到和大家分享对于问
题的深层次的思考，进而去提出自己

的解决方案；从不知道要读什么专业
到立志做一个传媒人。通讯社的孩
子们学会了用心去观察世界，用自己
的笔去和大家分享世界，更是在成长
的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了自己，开始
独立自主地规划自己的未来。

【老师点评】 通讯社的孩子学会独立规划未来

商业挑战赛帮助触及社会一角

用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很难得

DI比赛跳出思维的框

同学间的宽容协作让人感动

考查学生的方式不应仅有考试
高中将是人生的一个崭新阶段，在这里你会发现生活呈现出更丰富多彩的一面，它不再仅仅是考卷上让人欢喜让人忧

的分数，而是一场发现自我、了解自我、寻找未来发展目标的探索之旅。在这三年的旅途中，社团、比赛、活动都是你了解自
我的途径，从中你会发现自己的潜力与不足，会结交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会看到书本与考卷之外的社会与人生。

今年 7 月 26 日-8 月 6 日，高一
学生杨妍菲和王纯政将作为小记者
赴伦敦亲身体验奥运的激情，他们
俩都是学校通讯社的成员。对杨妍
菲而言，这并不是她第一次接触世
界性的重大赛事。在 2011 年 10 月，
她就已经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赛场体
验过了作为学生记者的苦和乐：在 6
天的中国比赛中，她不但经历英、法
双语采访的考验，学会了如何提问
才能引发被采访者的共鸣，也亲身
体会到了传媒行业的艰辛和困难。

“当时，学校要在高一年级选两
个学生跟随北青报记者去中网现场
采访，20个同学报名竞争，我很幸运
成为入选者”，杨妍菲说，真是这次
中网的采访经历让她开始真正走近
记者这个职业。

中网采访第一天，杨妍菲很郁
闷，因为在这一天她以“零业绩”结
束。吸取教训的杨妍菲在此后的日
子里每天都在采访前做好大量功
课。除了采访到了沃兹尼亚奇等知
名球员，而最让她印象深刻的还是
逮住机会，采访到法国球员巴托利
的“幸运”。因为巴托利很少接受采
访，据说是因为她不爱讲英文，曾在
初中学过两年法语的杨妍菲特意用
法语准备了几个问题。机会总是青
睐有准备的人，这句在作文经常被
引用的名言这次终于在现实中上
演。杨妍菲去看选手练球，突然发

现因为 VIP 球场有活动安排，巴托
利正在普通球场与父亲练球。杨妍
菲意识到这是个现场采访的好机
会，她走过去用英文打招呼，说明自
己的来意，看见对方反应冷淡，巴托
利已经往前走了近100米，杨妍菲的
心开始一点一点往下沉，不甘心就
此放弃的杨妍菲决定再赌一把——
抛出早就准备好的法语问题，意想
不到的惊喜发生了，或许是没想到
这个中学生记者居然还能讲一口流
利的法语，已走远的巴托利又被父
亲叫了回来，让她跟杨妍菲聊一聊。

有了中网的“触电”，在随后10月
份的国际教育展报道中，杨妍菲已经
驾轻就熟了，“我知道如何用适当的
措辞向参展院校的校长、使馆官员提
问，如何获取学生最关注的信息。”

随着对记者职业越来越多的了
解和体验，杨妍菲说，在未来的职业
发展中，她会选择偏向传媒行业，但
不会局限于记者，她希望能找到自
己兴趣、爱好相契合的最佳结合点。

和杨妍菲不同，王纯政加入通
讯社的理由有点让人出乎意料，“想
进别的社团相对容易，而通讯社需
要竞选，更具有挑战性。”

王纯政是个很个性的男孩，绝
不符合通常定义下的乖学生，他会
坦然告诉你，自己来北京新东方外
国语学校之前上过一次高一，但“那
一年差不多荒废了，都在玩游戏、打

电竞、跳街舞”，他也不怕承认自己
在新高一的第一学期其实也没找着
北，“不知道自己感兴趣的是什么。”

但在新高一的下学期，王纯政
一下变得忙碌起来，他从通讯社的
磨练中收获自信，从商业模拟赛中
的失败品尝到自负的后果，从街舞
中享受最畅快释放与成功的喜悦。

王纯政说，这一转变更多来自
于好朋友陈格雷的影响，“看到他为
梦想奋斗，觉得自己也应该干点什
么。”通过选举进入通讯社是他的尝
试之一，“以前对自己的沟通能力特
别不确定，跟陌生人或者在公共场
合 说 话 我 都 会 脸 红 得 说 不 出 话
来。” 王纯政觉得，加入通讯社对
自己最大的帮助是改掉了怯场的毛
病，而即将到来的伦敦奥运会采访
历练会让他更加自信。

与通讯社的经历相比，身兼街
舞社高一部部长和高一文艺部部长
的王纯政更想“说说我们街舞社
吧”，对他而言，加入通讯社更多像
是一次自我挑战，而街舞则是他内
心最纯粹的爱好。王纯政喜欢与别
人斗舞那种酣畅淋漓的感觉，他也
参加许多街舞比赛，最好成绩是全
国中学生街舞比赛前 16 强，“拿了
5000 元奖金，第一次能自己挣到钱
吃饭，感觉真棒。”

王纯政未来的梦想也和文艺相
关，“想学表演，我喜欢当演员。”

因为家庭都经商，四个高一
学生组成了商业协会。成员之一
的陈格雷笑称，“我们坚持的是精
英原则。”而正是这个有点迷你型
的商业协会让进入高中还不到一
年的他们在磨炼商业头脑之时，
也开始接触社会真实的面貌。

别看协会只有四个人，干的
事可真不少。从职业体验日到创
新商业挑战赛再到企业实习，一
步步推进，有条不紊。陈格雷说，
他们办的这些活动其实都有内在
逻辑关系，“是层层递进式的。职
业日主要是普及知识，我们是与
公益组织合作，请来行业的知名
人士做嘉宾让学生消除对某些职
业的误区，比如律师并不是天天
都在打官司，他可能做的是 IPO
(首次公开募股)。创新商业挑战
赛则是让同学们有实战演练的机
会，而在其中表现出色的则会进
入到下一个环节‘企业实习’。”

其中，商业挑战赛环节让四个
组织者和参赛选手都印象深刻，虽
然只是一次比赛，但从撰写商业计
划书、到举办风投大会吸引投资、
再到市区各商业圈的销售实战，每
个环节都不含糊。“10支队伍参赛，
只有 1支队伍亏本，最好的一队用
100元的本金赚了800元左右”。

当然，给人带来最多震撼的

往往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我们一
组最惨”，管振博笑着回忆他们那
一组的经历。作为主办方成员之
一，管振博的角色是监督销售小
组的现场售卖，在这一组，他和参
赛队员一起受到了来自城管、物
业、保安的三道阻挠。

“我们的销售地点是五道口
附近的商圈。一开始挑了地铁口
附近的小花园，刚把海报贴好，城
管就来了，与第一个城管成功交
涉之后本以为可以安心卖东西
了，没想到第二拨城管很快又来
了。”在游击战略失败之后，这一
组只得收拾东西转战旁边的小
区，很快在小区物业那里又碰了
个钉子，“小组中有同学就住这个
小区，本以为与物业关系不错，应
该问题不大，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回来了。” 好在物业并不经常在
外巡视，管振博和同学们在小区
找了居民休息的凉亭兜售，还没
来得及品味赚到第一桶金——50
块钱的兴奋，他们的售卖又引来
小区保安的注意。几番“斗争”无
果之后，管振博和同学只好继续
发扬“游击战”精神，把小摊搬至
北京语言大学的校园里。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羞涩，放
不开，不好意思大声吆喝，到最后
快结束时一看剩下的货还有那么

多就都豁出去了，弹吉他的弹吉
他，唱歌的唱歌。”管振博说，因为
卖的都是 80、90 后一代喜欢的小
玩意儿，卖得还不错，可一算账还
是亏了，因为“在小区兜售时，孩
子们把我们卖的玩具捣鼓坏了又
不要了，有的卖 3 块的东西，小孩
给了1块，跑了。”

与管振博相比，还有一个小
组的经历更为“惊险”。这一小组
的同学在西单地下通道售卖，很
快赚到 900 元的喜悦让他们没有
在意突然“被拍照”意味着什么，

“很快城管就来了，我们被带到了
城管车里，其中一个同学还和他
们理论了很久，最后还是学校老
师过来帮忙解决了问题，把我们
带回了学校。”

听说其他组遭遇的陈格雷笑
称，他们的战略有点像明知山有
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先向城管
推销，明知他们不会买我们的东
西，只是让他们提前知道我们是
学生、正在进行商业挑战赛的销
售实战，有些和善的就不会再为
难我们了。”

虽然遭遇了诸多困难，但四
人小组和参赛队员都从中发现了
各自在实际商业操作中的问题与
不足，也看到书本之外真实社会
的一角。

前不久，王雪圻、徐鹤嘉、方浩
然和另外3个同学参加一场好玩又
极具挑战的比赛——DI。

对很多人来说，DI或许还是个
完全陌生的概念。DI 是头脑创新
思维竞赛简称，是英文 DESTINA⁃
TION IMAGINATION的缩写，原
意是“目的地想象”。这是一项国
际性的培养青少年创造力的活动，
竞赛的主要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
创造力和敏捷的思维能力，并培养
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时间管理能
力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

中国学生常被诟病的缺点之
一就是缺乏创新能力，而王雪圻、徐
鹤嘉他们的六人组则从市赛、国赛、
亚洲赛再到全球赛，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在全球60多只代表队中荣获第
九名、亚洲区第二的好成绩。

DI选题的类型会提前公布，参
赛小组可以自行选择，王雪圻他们
选择的即兴表演题与新闻有关。
按照比赛规则，他们要在最近一周
发生的全球大新闻中抽取一条，再
在小新闻中抽一条，然后在 4 分钟
的头脑风暴中设想出两者之间的
逻辑关系，为了增加挑战性和考查
学生的应变能力，在 4 分钟后还会
有一个 1 分钟的“Oh，My God”环
节，原先给定的新闻设定中会有某
一因素被改变，学生需要重新调整

逻辑关系然后顺畅演绎。
“比赛级别越高，我们准备的

时间反而越短”，在这个六人小组
中，除了方浩然是高一学生，其他
同学都已经读高二，面临出国考试
准备的诸多压力，AP、SAT、托福、
会考，哪一样都是能够轻松应付
的，因此同学们只能在比赛前挤出
有限的时间准备，而DI的目的设计
也给了六人组的“临阵磨枪”的可
能，因为比赛考查的是创新思维
能力，需要的是灵感和触发点，不
是靠做题、背诵能准备的。

于是乎，成员们采用了最简单
最实用的方式，每个人没事时就找
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事件天马行
空地把它们组合在一起，尽力跳出
传统思维的条条框框。6 人小组的
成员甚至有点得意地表示，最后在
美国田纳西参加全球赛，直至比赛
当天上午他们才全部准备完，没想
到结果出乎意料地好。

不断磨砺的思维除了在比赛
中能派上用场，显然在日常学习中
也将日益显现出其潜在作用，“至
少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们更能突破
思维局限，想到常规之外的逻辑关
系”。除此之外，6人小组也会不时
怀念起在美国比赛时与其他国家
团队结成的友好团队，每晚的Party
还有那有趣的化装舞会。

现在的教育常常自觉或
不自觉地想要统一所有人的
梦想，比如要培养成功的学
生、合格的世界公民；比如高
考时要上重点一本、最好是清
华、北大，读完最好再考个研
究生，毕业后最好能进国企或
当公务员。实际情况却是，许
多学生成了这种统一梦想的
牺牲品。我们希望能创造一
些不太一样的评价机制，关注
除考试成绩之外的部分，让学
生能够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
自我。

因此，在书本学习之外，
我们为学生提供了各种发现
自我的途径，包括社团、竞赛、
公益活动等。我们一方面是
想鼓励学生展现多方面的能
力，提升自信心；一方面也是

“让他们有机会推开门，看看
门后面有什么”，希望借此引
导他们去思考自己是什么样
的人，甚至寻找到自己未来努
力的发展方向，举个小例子，
我们学校有橄榄球队，前段时
间有家长觉得自己孩子痴迷
橄榄球，为此付出了太多精力
会影响学习，希望我能和学生
沟通一下。这个正痴迷橄榄
球的孩子，以前也曾经疯狂地
喜欢足球。我对这位家长说，
你要做的不是把他从橄榄球
场上生硬地拽回来，而是引导
他思考为什么放弃了足球转
向橄榄球，让他想清楚如果以
后有更好玩的运动或者电子
竞技他会不会又很快改变自
己的喜好？如果打了两三年
橄榄球后发现不能借此申请
到国外大学的奖学金，他是否
还会坚持？在我看来，与暂时
的学习成绩提高相比，孩子如
果能在对体育运动的喜好中
学会“坚持”和“放弃”，是会受
用一辈子的财富。

此外，在教学方面，我们
也会坚持这一理念。我们没
有因为孩子最终都会出国留
学而放弃文科的课程，而且成
绩的考查方式也不仅仅只有
考试，它或许是以话剧、辩论、
小组讨论的形式出现。而在
出国备考课程上，我们也会强
调国内高中课程内容与AP课
程的结合。“左脑天堂、右脑地狱”，这是

学校商业社团的slogan，代表着商
业社团鼓励学生们更加理性地理
解商业事件。学生商业社团从开
始上基础的商业课程到自组筹划
比赛，从最开始的计划书的评核到

风投大会的举办，再到实地的“一
日经商”，再到暑假参与各大型机
构的实习，商业社团的四人组合面
临过同学的质疑、走上街头面对过
不同的社会事件，但同学们都坚持
下来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中及时

调整行动方案，最终收获了人生的
第一桶金，更难能可贵的是，同学们
又把自己的收入用到了资助贫困小
学生。从商业到慈善，同学们用坚
持、果敢以及自己的爱心在诠释着
作为新时代主人翁的责任与气质。

看着学生们一路走来，为他们
的成绩感到自豪，但更让人感动的
是彼此间的协作、宽容与理解，以
及为了一个目标，团队全心全意为
之而奋斗的拼搏精神。经此一役，
同学们不怕任何艰难困苦，也会更

加积极地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己
的风采。

学生案例均来自北京新东方
外国语学校

点评者：徐艳伟，北京新东方
外国语学校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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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东方外国语学校的音乐社团在排练。 同学们自创的菜谱，更加贴近年轻人喜好。 学校的爱心社正在发布招募启事，聚集热心公益的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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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
北京新东方外国语学校校长

希望能创造
不太一样的
“成功”评价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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