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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7_A5_E9_99_84_E4_c107_338059.htm 赵婧文不是天才，但

她一直在努力前行，并且在机会来临时，做好了最充分的准

备。所以，牛津青睐了她。 签证官笔一挥，居然放行了 2002

年，赵婧文出国了。当时，她没满16岁，还是湖南师大附中

高二的学生。 走的那天，她的心情相当放松。在机场，妈妈

哭了。可她，有点没心没肺地冲父母挥挥手，挺潇洒地就踏

上了去英国的飞机。 出国，对于赵婧文来说似乎是顺理成章

的一件事。 在师大附中上高中的婧文，学习成绩并不是特别

拔尖，但她是一个落落大方、有主见、综合素质不错的女孩

。那年，学校开展了“研究性课题”的教学活动，她带着研

究小组的几个同学也做了两个课题。最开始做的课题是关于

当时正在热火朝天动工的“五一路改扩”工程，发问卷、采

访、查资料⋯⋯做出了一份24页厚的漂亮的调查报告，在学

校轰动一时。第二次，有了经验的她做了“中学生出国热潮

的利与弊”调查。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初中生出国留学弊大

于利；高中生出国就要看情况而定，如果符合三个条件还是

可以的：1、有一定的自理、自控能力；2、学习成绩优良，

学习作风端正，学习习惯良好；3、家庭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写完调查报告，她当时就乐了，对父母说：我就完全符合这

三个条件呀！婧文的父母都是77级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

，当时的中国也刮起过一阵出国旋风，许多同学大学一毕业

都考托福出去了。那时，国内的社会经济发展与国外差别太

大，想出国也多是出于一种物质上的追求。婧文的父亲幽默



而坦然地对我们说：“当年，我也很想出国，但没成功。也

可能心里一直有这种情结，所以对女儿出国一事就挺热衷。

” 接下来，找出国留学中介、突击英语⋯⋯一切都挺顺利。

只是，在签证时却碰到了小小的麻烦。因为没满16岁，在英

国又没有监护人，所以第一次就撤签了。第二次去北京面签

时，有一个插曲反映了婧文较强的应变能力。那天，中介公

司带着几个孩子去大使馆签证，有一个女孩和她情况一模一

样：也是未满16岁，也是才通过中介在英国找了个监护人。

那个女孩先进去签，可出来时脸都白了，原来被拒签了。女

孩对婧文说：签证官说没满16岁有监护人也不行。你和我一

样的情况，估计也没戏，使馆又快下班了，我们不如赶火车

回长沙得了。婧文没有答应，她想来都来了，怎么也得试一

下。那天，婧文是最后一个被叫进去的。签证官例行公事问

了她一些问题，比如学了哪些课程？婧文回答说有物理、高

数。翻译一时不知该如何将“高数”译成英语，于是婧文自

己抢着用英语说了；说到监护人的问题时，翻译在“监护人

”三个字的翻译上又卡了壳，婧文又抢着说了。签证官最后

说到她未满16岁，不能签证。婧文灵机一动，说：可我上次

来签证时，那个签证官说只要英国有监护人就行。签证官看

着这个一脸古灵精怪的小姑娘，可能被她的大胆、机智折服

了，最后笔一挥，居然放行了。 国内学的东西在英国挺管用 

在英国，赵婧文选择的A－level课程是英国学生上大学的必经

之路。而对留学生来说，预科当时也是一种很受欢迎的途径

。但当时的中介对她说过这样一句话：只有A－level才能为你

提供机会进入牛津剑桥等全英前5位的大学。毫无疑问，“牛

津剑桥”这四个字完全打动了她的心。 在英国的两年里，A



－level给婧文带来了很多惊喜。首先是一张空荡荡的课表和

大把的空闲时间：一周18节课，不到20小时，每门每周最多3

小时作业。婧文开玩笑说：“这种课表要是拿给我正在高三

苦苦挣扎的老同学看，准气死一大片。”另外，每班只有4

到12人不等。老师在3天内就认识了每个人，还常能准确说出

谁哪章哪节需要加强。考试也大不相同，每科6个单元，最后

成绩按平均划为A到E。如果对某个单元的成绩不满意，可以

不断重考。 “说实话，在国内掌握的基础知识、学习方法在

英国还挺管用的。”婧文一再跟我们强调这一点。她说，中

国孩子的理科基础知识特别棒，学习习惯好，善于考试，这

些东西在英国还是很有用武之地的。比如，在国内考试，事

前总要做许多模拟题。到英国可没老师理你这碴，就自己想

办法到处找试卷做，所以每次考个“A”简直是小菜。 英国

的老师总是对他们说：你们是成年人了，有权利决定自己要

多努力。结果虽然有大把的空[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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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