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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中国人寿·阳光助学名校优秀学子访谈之李志宁

从不上课外班 进清华凭借勤与思

天道酬勤。

祝福

李志宁，毕业于石家庄市精英中学，2019年高考理科693分，被清华大学工科
实验班（机械、航空与动力）录取。

学子档案

人生格言

燕都融媒体记者 李会嫔 实习生 周文俊 史艳坤

按住一道题
仔细分析并分类

谈到学习方法，志宁坦言，他

比较喜欢自己分析钻研，有一套

统一的学习方法，认为适合自己

的才是最好的。对于物理、数学

这些难题较多的科目，志宁经常

会按住一道题，仔细分析并对它

们进行分类，把不同试卷上的同

类型题进行对比，来找到解题思

路。对于语文，他也会采取这些

方法。志宁还说，自己数学的导

数部分相对较弱，他便会自己先

分析，甚至会把公式再推导一遍，

最后再看答案。

同一道题
用不同思路来解

除了必须要做的题之外，志

宁说，他并不喜欢刷题，更不喜欢

盲目地刷题。志宁的数学成绩比

较好，他说，对于数学，做过的题

基本上不会过多地去看。对于其

他科目，会有针对有目标地去适

当做题。在他看来，认真思考解

出一道题，要比盲目刷十套题有

用得多。

志宁善于思考，解题思路新

奇。他说，高中三年他最喜欢“钻

研”二字，钻研课本公式、钻研考

题，不畏惧难题，从不追求结果，

因为钻研的过程是快乐的。

相信天道酬勤，努力是铺
出成功道路的基石。高中三年
努力过，便无怨无悔。希望学
弟学妹们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金榜题名！ ——李志宁

李志宁李志宁

李志宁高中时做过的试卷
从地板顶到了天花板。

8月4日，淅淅沥沥的小雨给闷热的天气镀上一层凉爽，石家庄市西美小区，李志宁向

记者展示着手机里的照片，照片里李志宁做过的试卷从地板顶到了天花板，他用过的笔芯

插满了一个笔筒。高考结束后，李志宁整理自己的试卷时，萌发了一个想法，他想看看自己

高中究竟做了多少试卷，结果没想到试卷就从地板摞到了天花板。

别人眼里志宁是个聪明的孩子，而他却

自认为不聪明。志宁始终坚信教室墙上的

四个大字：天道酬勤。

志宁表示，自己不喜欢刷题，照片中摞

起来的试卷包括高一高二的部分试卷和高

三的全部试卷。他认为，真正刷题的人比他

的试卷还要多。针对今年的数学试卷比较

难的问题，他表示，做过类似套路的题，而且

考前有心理准备，所以看到试卷时并没有被

吓着，而是按照平时的做题技巧，先做会的

题，不会的题回过头再做，所以今年的数学

他发挥还算正常，取得了143分，但这距离

他平时接近满分的成绩有一定距离。

妈妈说，志宁从小做题速度就很慢，他

本人也属于“慢性子”，考试做不完题，很影

响考试成绩。上高中后志宁通过努力练习

和密集的学习终于提高了做题速度，高考时

他把语文试卷全部答完，并取得了128分的

成绩。虽然语文分并不高，但对于志宁来

说，只要语文能上120分，他的名次就靠前，

高考时他的总分位居全校第一。

志宁的父母认为他们自己都是普通人，

并没有遗传给孩子聪明的基因，他们和志宁

一样相信“勤能补拙”。

自认不聪明 坚信天道酬勤

志宁从小到大没有上过课外补习班。

李志宁的妈妈介绍，志宁小时候尝试着给

他报过，但去了几天志宁就失去了兴趣。

志宁的语文成绩在他的各个学科中相对比

较弱，高三的时候，妈妈曾和志宁沟通，假

期给他报一个“厉害”的班补一补，但志宁

认为语文要求素养，靠的是日积月累，补习

班只是白费工夫，他还是比较喜欢自己思

考，找到解题思路。

爸爸说，志宁喜欢自己钻研思考，曾经

躺在床上琢磨一道题到深夜，终于琢磨出

来了，他自己却兴奋得睡不着。

志宁不光在学习上喜欢钻研，对乐高

积木等益智玩具兴趣十分浓厚。他喜欢研

究电路喜欢做实验喜欢小发明，他会做有

一定技术含量的小科学实验，比如他可以

把硬币厚度的钢板电解成为各种图案，这

些都是他自己钻研的结果。

不上课外班 喜欢自己钻研

每一个优秀孩子的成长都离不开用心

教育的父母，李志宁也不例外。李志宁的

爸爸和妈妈非常注重教育，李志宁的爸爸

做纺织生意，妈妈则在家专门负责两个孩

子的学习和生活。志宁有一个姐姐也非常

优秀，目前在西安交大硕博连读。

回顾小时候的学习，志宁只记得小时

候“玩耍”和“淘气”。志宁爸爸介绍，孩子

们最早在家门口就读，二年级时志宁转到

一所更好的小学，他们全家就搬到了新学

校附近。回顾孩子们的成长，他认为小学

以快乐为主，不必对成绩有过高要求。

后来全家又搬到了二中附近，便于志

宁的姐姐在二中读书。一年后，姐姐考取

了厦门大学，志宁的父母再次搬家，将家搬

到了28中的对面，便于照顾上学的志宁。

在志宁妈妈看来，初中这一阶段需要

严加管理。初一时李志宁成绩并不是很突

出，她的妈妈认为初二非常关键，李志宁当

时处于青春期，也有一些叛逆，但最终平稳

度过，并在初二时把成绩赶了上来。到了

初三，李志宁学习的势头起来了，虽然中考

成绩589分并不算很高，但李志宁的上升趋

势已非常明显。

为孩子上学 家长曾“孟母三迁”

志宁在初中时曾和爸爸说，看到

班 里 好 多 同 学 拿 着 iphone 手 机 、

ipad。爸爸告诉志宁，要多关注身边

努力学习的同学，不要过多关注物质

的东西，也不要去攀比。

到了高中冲刺阶段，为了节省时

间，提高学习效率，即使离家不远，志

宁仍然选择在校住宿，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中。而他的成绩也一直比较

稳定，处于年级前50名左右。

据志宁爸爸说，因为担心长辈溺

爱孩子，志宁从小由妈妈一手带大。

在对孩子的教育上，志宁爸爸和妈妈

的意见高度一致，他们认为：良好的

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深远。

志宁家电脑的摆放位置与别人

家的有所不同——为了防止志宁沉

迷于电脑游戏，爸爸特意把电脑放到

客厅，无论孩子查资料还是适当地休

闲娱乐，他都能对志宁进行监督。用

志宁爸爸的话说：宁可让孩子当手机

盲，也不愿让孩子成为游戏狂。

好习惯要从小养成
始终心怀感恩

谈起对志宁的教育，志宁的父母

认为，好习惯一定要从小就养成。爸

爸说，志宁从小就没有玩游戏的习

惯，手机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工具。

为了让志宁更加精力充沛地学习，妈

妈还帮他养成了午睡的习惯，即使只

睡十几分钟，也会让下午的学习更有

精神，更有效率。志宁和姐姐极少吃

冷饮，他们也极少喝饮料，父母从小

就教育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

父母一直教育他们“从哪里拿的东西

就要放回哪里去”，让他们养成爱整

洁、有条理的生活习惯。

志宁的父母十分重视感恩教育，

对于学校也是予以充分的信任。用

志宁爸爸的话来说，“如果不信任学

校和老师，为什么要把孩子送进去

呢。”志宁小时候写字不规范，老师经

常批评他，而妈妈却告诉志宁，老师

这样做是为了他好，让他学会理解并

努力改正。

爸爸告诉我们，志宁和他的老师

感情非常深厚，老师也对志宁十分关

心。高中时期，一放假志宁总是念叨

着要去之前的母校看老师。志宁得

知自己的录取结果后，首先想到的是

告诉自己的老师，一大早就给老师打

了电话。

严格管理的同时，爸爸妈妈也会

采取一些激励手段。妈妈告诉我们，

志宁从小就对乐高十分痴迷。初二

时，为了激励志宁学习，母子俩达成

了口头协议：考进年级前12名就给志

宁买他最喜欢的乐高玩具。结果，志

宁考了第13名，在遵守约定又能鼓励

孩子的前提下，爸爸答应买另一款小

号的乐高玩具给志宁。而在高中阶

段，爸爸也对志宁作出承诺，只要高

考结束无论成绩如何立马就买手机。

爸爸把电脑摆在客厅
防止孩子成为游戏狂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