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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百倍、斗志昂扬、全力
以赴、助我辉煌！”、“XXX 班，如
日中天，团结一心，共享苦甘”、

“自强不息，志与天齐！”
每天早上5:45和上午10:05，

伴随着广播里的冲锋号声音，衡
中操场上便会传来近万名学生跑
操喊口号的嘶吼声，如龙吟虎啸，
震撼人心。这种场面曾引得一些
参观者潸然泪下，并感叹学生们
有种“压倒一切的气势”。

“在那种氛围里，这些口号
能喊多大声就喊多大声。算是
减压，更是激发自己一天的动

力。”闫静告诉郑州晚报记者。
喊口号和贴标语，是衡中的

“老传统”。
“两眼一睁，开始竞争；两眼

一睁，学到熄灯。”“今日疯狂，明
日辉煌。”“为校争光，我的责任！”
在校园路上，教学楼里，教室以及
学生宿舍，甚至连学校印刷的笔
记本上，都印有衡中的口号标语。

“我来学校做什么？我要做
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
么样？”贴在教学楼大厅的这个标
语被称为“每日三思”。在高考前
20天，班级里激励标语则是“20天

大于3年，20天约等于一辈子”。
在一则 2014 年衡水中学高

考百日誓师大会的视频中，学生
们声音嘶哑地大喊着“专注、投
入！”“我行！我行！我行！”，情
绪极为高亢投入。

在外人看来，这场百日誓师
更像是一场成功学的讲座。有
教育界人士表示，很多学校用近
似传销式的心理暗示，以呼喊口
号等方式不断给学生强化、灌输

“高分”意志。学校成为“高考梦
工厂”，学生则成为这个工厂里
的“考试机器”。

衡水中学：
“高考梦工厂”里的孩子们（下）

19 岁的闫静是衡水中学
一名高三在读学生。2012 年，
她考入衡水中学。当时班里排
27名，她的学号便是27号。以
后的学号，则根据每学期末或
学期初的考试成绩重新排定，
以此刺激学生间的竞争。

闫静告诉记者，在衡水中
学，每天的第一课就是清晨5点
30 分开始的晨跑。自此开始，
学生们便以“分钟”为单位开始
了紧张的生活。

记者拿到的一份《衡中生
活作息表》显示，衡中学生每天
10 节正课，加上一节早读和 3
节晚自习，一天要上 14 节课，
每天学习时间近 10 个小时。
晚上10点，教室熄灯。10分钟
后，学生必须躺到床上休息。

在这里，每个人的学习生
活按部就班，就像钟表一样精
确。时间被一张精确到分钟的

《生活作息表》分割成细小的段
落，每个段落都有规定的内容，
一段连着一段，犹如齿轮一样
机械前行。这种密不透风的时
间控制弥漫在整个衡水中学，
在此驱动下，学习已经成为一
种条件反射。

在闫静眼中，衡中有一种
“气场”。只要走进去，便会自然
而然地融入到跑步前进的学习
状态中。“连教学楼的台阶上，都

贴有动能定理等数理化公式。
在这种环境下，想不好好学习都
不行。大家已经习惯利用每一
分钟来学习了，即使是跑步，同
学们也都在列队间隙看看书，上
厕所也会带着书记几个单词，这
都是我们的生活常态。”

衡水中学官方微信发的
《如果你的孩子在衡中上过学》
写道：“我们每天5点半起床飞
奔到操场，只为了抓紧跑操前
的几分钟记住几个单词、几首
诗；我们打饭排队时拿着小本
子，只为了能不浪费一分一秒；
我们自习考试化，考试高考化，
高考平常化；我们开会前做着
数学题，升旗前读着语文素材，
看新闻时写着学案……”

但这种紧锣密鼓的学习以
及框架中的生活并不是每个学
生都能适应的。衡中的一名学
生说：“每天5：30起床，5：45之
前必须离开宿舍，拿着书到跑操
地点集合。跑操结束后，所有班
级必须跑步上楼早读，6：38，班
里的80多个人全部离开教室的
时间甚至可以用秒来计算，为的
只是能吃到早饭，因为7点前要
回到教室上自习。如果去晚了，
在楼道堵5分钟，排队5分钟，来
回7分钟，最多只能有3分钟早
饭时间……在衡中生活了 3 个
月，才明白什么是人间炼狱。”

时间在这里被精确分配到
每一分钟，生活则是一场接一场
的考试。每个学生都在高考“指
挥棒”下被题海战术“拧紧了发
条”，像陀螺般高速旋转。

在衡中，到高二结束，课程基
本都已经学完，高三全年都在复
习，同时会做大量的模拟考题。
每天14节课，正课由老师上课讲
解；自习课时间则用来做题、考
试，学生们称之为“自习考试化”。

网络上流传的一位 2011 年
从衡水中学考入香港大学的女
生保存了从高一到高三所做过

的卷子，摞起来有2.41米高。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衡

水中学学生长期高强度的“题
海”重复训练，被视为衡水中学
提高升学率的一大法宝，也是老
师提高各班成绩、提升量化考核
的重要手段。

除了上课、备课，老师的主
要精力就是琢磨高考试题，不仅
自己出题，还要做题，以便了解
各种习题深度，“甚至比学生做
的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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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
老师甚至在开会的时候，也会在
底下偷偷地做题、判卷子。

“从应试考试的角度，题海
战术还是有效的。”衡中一位老
师表示。衡水中学历年的高考
录取率印证着这一事实。

然而前校长李金池离开衡
中后坦承，当时搞的是题海战
术，拼学生、拼老师，“做了不少
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有些老师
甚至体罚学生，采用棍棒教育，
学生累得发昏，老师累得吐血。

41岁的刘花，是衡水中学对
面一家小超市的售货员，一个月
领着 700 块的薪水，交着 400 元
的房租。

每当空闲的时候，她便望向
路对面校门口的展板上那张考
上清华、北大学生与校长的大合
影。她希望明年在这里也能看
到女儿的身影。

自女儿进入衡水中学那天，
她便离开了老家、丈夫和土地，
来到这里陪女儿读书。女儿今
年在衡水中学读高三，“知道她
平时学习压力很大，但是再苦也
就苦3年，熬过这3年，考个名牌

大学，毕业找个好工作，这辈子
就享福了。”刘花笑着告诉郑州
晚报记者。

刘花说，有一位40多岁的山西
母亲，不惜辞去一份体面的工作，跟
随孩子来到衡水中学做了一名保洁
员。“为了孩子，也是值得了。”

在家长眼中，衡水中学这种严
格的封闭式管理和精确到分钟的
作息，让他们觉得“学校老师很负
责，把孩子送到这里上学很放心”。

在衡水中学，学生们三周休
假一天。无论家在本地还是外
地，只有在这一天，他们才能走
出校门。这一天，外地学生家长

纷纷拥入衡水，上千辆小汽车拥
堵在校门外。衡水交警部门甚
至为此专门制订了《关于衡中放
假期间联勤工作方案》，以保证
交通通畅。

为之欢欣鼓舞的还有衡水
的旅店业。因为家在外地，一天
时间不足够往返，蜂拥而来的外
地学生家长几乎承包下衡中附
近所有的酒店宾馆。

“很多学生家长走之前，会
把下次放假时间的房间给订好，
怕到时候订不到房间。”衡中附
近一家宾馆的服务员告诉郑州
晚报记者。

“在衡中生活了3个月，才明白什么是人间炼狱。”

三年做过的卷子摞起来两米多

三周休假一天，当地旅店人满为患

（上接A14版）

三周才能休一天，家长和孩子只能抽空隔网聊几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