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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F_86_E6_B1_9F_E8_c67_292728.htm 在38名清华北大学生

的身后，是临川一中这艘“教育航母”参加高考的可观阵容

。教育产业化使得学校铆足了劲争取高升学率，从而争取更

多的学生和更多的学费 “江西小镇50名学子考上清华北大”

，“一所中学38人考上清华北大”⋯⋯ 今年高考揭榜后，类

似造神运动的宣传口吻，将江西抚州市临川区临川一中及其

所在的上顿渡镇，卷入了舆论的漩涡。全国媒体的目光都聚

焦在这个不知名的农业小镇。在临川一中的校门上，比书法

家启功的题字更引人注目的，是巨幅的贺喜标语。校门后并

排而立的红榜上，记录着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

以及部分考上其他名校学生的名字。 包括保送生和自主招生

名额在内，今年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166个，38名

学生题名清华北大，意味着临川一中一所学校，就占据了清

华北大在江西招生人数的近1/4。 “把中学当成航空母舰办”

上顿渡镇作为临川区的政治、经济中心，面积并不大，从小

镇的一头走到另一头只需半个小时。镇上无须公交车，人们

出行以“蹬士”（人力三轮）代步。公交2路车将其与7公里

外的抚州城连接起来。 曾有人分析过上顿渡的地形：南有赣

江、崇江、抚河在此北汇入长江和鄱阳湖，西北有环行山脉

挡住西北风，“山环水抱必有气”，使得临川成为聚集人才

的风水宝地。 据当地工商局一位干部的说法，曾有风水先生

说过，该镇“要有一座塔镇住，才会旺”。2004年，临川区

政府募资400万元，在宜黄河中间的小洲上建了一座临川文塔



，这座高56.8米的文塔成为临川的高度。 巧的是，在文塔建

成后的3年里，临川像风水先生“预言”的那样，“旺”了起

来。这股“旺”气源于镇上的两所中学：临川一中和临川二

中。这两所外表平常的学校，连续几年在高考中报捷，甚至

惊动了深圳市高级中学、湖北黄冈中学这样的全国名校前来

取经。不过两校间也有差别，尽管均为江西省优秀重点中学

，且曾经一度互成瑜亮，但二中的声势如今已远不如距其10

分钟路程的一中。 临川一中在高考中有所突破，始于2004年

，这一年有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这个数字在随后的两

年里，变成14名和24名。与这个数字一同增长的，是一中学

生的人数。在2002年左右，一中只有约4100人，短短5年间，

一中就像一块巨大的人才磁石，将省内其他市县，甚至其他

省份的学生吸纳至麾下。现在，包括复读生在内，一中已

有11000人。用一位网友的话说，一中是在“把中学当成航空

母舰办”。 根据抚州市政府前几年的规划，一中要创办万人

学校，如今这个目标已经实现。目前这个面积仅为105亩的老

校区，已经无法满足学校日益膨胀的规模，为此，该校不得

不严格控制招生人数。一般而言，一中每个教室的人数都

在70人以上，有的高三班级甚至坐了90多人，坐在最后一排

的学生往往椅背紧贴墙壁，而教室里的过道也仅能容人侧身

通过。 今年，一中在小镇的新城区建设一个占地300亩的新校

区。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介绍说，可以容纳10000名学

生的新校区建成后，将成为一中的高中部。这个规模与市政

府对该校“创办万人高中部”的要求一致。 神话，还是神化 

今年的高考揭榜后，该校校长办公室副主任饶礼喜的名字，

以“通讯员”的身份出现在多家媒体上。校方的积极宣传和



媒体的配合，使得一中在全国的名气陡涨。一中的学生也迅

速适应了媒体对自己学校的好奇，在采访中，一位学生对记

者介绍，“央视和湖南卫视都来过，听老师说，美国的媒体

也报道过我们”。 这种荣耀感在一中人身上变成了自信力。

在百度“临川一中吧”里，有学生发帖说，“我们学校除了

（江西）师大附中就没有对手了”。一个流传于学生间的故

事是：在今年高考前，几次与南昌一起的模拟考中，据说一

中都只是报过去了应届生的成绩，但即便如此和师大附中比

起来还是略占上风。一位老师说：“如果报了历届的成绩过

去怕会吓到他们，到时他们奋发图强就不妙了⋯⋯” 不应忽

略的是，在38名清华北大学生的身后，这艘教育航母参加高

考的阵容同样可观。 据徐武平介绍，今年一中的考生约

为3800人这个数字几近于一所中等规模中学的总人数。而被

学生们认为已能与之平起平坐的江西师大附中，今年有25人

考上清华北大，考生人数只有600人。 残酷的学习氛围 “也

有很多人问过我，一中为什么能考这么好，我倒没觉得有什

么特殊的秘诀，只是我们在各方面都比别人做得更好吧。”

上届高三（0）班班主任曾长根说。在一中的分层教学体系中

，所有班级被分为0班、重点班和平行班，其中0班集中了冲

击清华北大的尖子生。曾长根所带的0班，今年有12名学生考

上清华北大。 至于哪些方面“比别人做得更好”，曾长根举

例说，“就像研究高考试卷，大家都在研究，但研究的效果

有好有坏”。任教高中数学10多年的他，根据近年来的命题

趋势，预测出今年高考最后几道大题会考到“放缩法”，“

因为前两年都考了，而命题组长没换，第三年肯定还会考”

。在考前的一个星期，他集中为学生讲解了相关题型。在他



自己的班，学生高考数学平均分高达130多分。 教高中英语的

佟玉（化名）老师认为，高考的出色发挥，与一中残酷的学

习氛围有关。在一中读书，从初一开始就要上晚自习，“学

生进入高三后，并不会有负担突然加重的感觉，因为他们学

习的量一直很大”，她说，“对我们老师而言，教高三是最

愉快的，因为对于一中的学生来说，经过这么多年训练，基

础知识已经不是问题，我们可以在深度和广度上扩展，讲些

综合性的能力题。” 一中的老师是“把自己卖给了学校”，

佟玉说，每天早自习7点就要到，晚自习每节都得去。因此，

很多老师在抚州城买了房子也没法住，只得在洲下租房。“

在其他学校，可能只有高三老师才这样，但在一中，每个年

级都是如此。” 而用一中校长办公室主任徐武平的话说，如

此显赫的成绩，是以临川地区“学生苦学、老师苦教、家长

苦育、领导苦抓”的“四苦”精神为基础的。“学风好，抓

得紧”，是当地人对一中的普遍评价。 徐武平介绍说，原来

在一中正对面有好几家网吧。每到放学，教导主任都要亲自

带队去网吧围追堵截，但仍有偷偷跑去上网的学生。最后，

校方只好求助于临川区政府，政府将镇上所有网吧迁到位于

新城区的“网吧一条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