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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前，年过半百的周亚松陪女儿
考研，没想到比女儿早一年考上华中
师范大学研究生，被称为“妈妈学
姐”。今年 7 月 1 日，周亚松又收到
了来自韩国的博士录取通知书，她的
励志求学故事被网友们广为称赞。

近日，记者联系上身在湖南常德
的周亚松， 56 岁的她分享感悟时说：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晚！”

硕士毕业后

定下读博目标
周亚松 1964 年出生于常德，原本

只有高中学历，后来通过函授、自考
拿到了大学本科文凭，在当地某机关
从事档案管理工作。 2015 年，已经大
学毕业两年的女儿吴悠决定考研。那
一年，周亚松已经 51 岁。为了缓解女
儿的考研压力，周亚松决定提前办理
退休，和女儿一同备考。没想到，周
亚松顺利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
院的硕士研究生，并于次年入学。接
下来，吴悠也考上了华师研究生，母
女俩变成学姐学妹。

在武汉求学，身边的同学虽然都
是 90 后，跟周亚松女儿差不多大，但
她的心态跟他们一样年轻，相处起来
并没什么代沟。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有的同学叫她周阿姨，熟悉起来后，
大家都叫她松松姐。学习方面，周亚
松经常参加校内外的艺术实践活动，
还参与了一些电视台的节目录制和演
出，并在毕业前举办了个人独唱音乐
会。

2019 年，周亚松研究生毕业。离
开校园后，她给自己定下新的目标，
希望能攻读声乐专业的博士。

收到

博士生录取通知书
去年暑期，周亚松就开始准备。

几经考量，她选择报考韩国一所艺术
类大学声乐专业博士。

按照申报要求，周亚松需要准备
作品集寄过去申报，作品审核通过
后，再进入网上面试环节，跟考研究
生一样，有初试和复试两个环节。单

独准备中文歌曲的作品集，对周亚松
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学校要求递交 4
种不同语言的作品集，每种语言中必
须选一首咏叹调和一首艺术歌曲，并
且要求原文原调演唱。

“我对这几门外语都不太精通，
对我来说，难度系数相当大。”周亚
松说，除了中文外，她还选择了意大
利语、德语和法语。几首曲子，练了
整整 3 个月，先听得滚瓜烂熟，再一
遍一遍地练习，不对的地方，请老师
逐字逐句去纠正。有时候，一句话要
练上几百次。尤其是在作品集准备期
间，老师不厌其烦一字一句纠正发
音，耐心处理专业问题。这些，让她
格外感激。

7 月 1 日，好消息传来，周亚松收
到了博士生录取通知书。

励志经历

被众多网友点赞
周亚松说，这次考博是为了在专

业上有更好的造诣，读博也是享受学
习的过程，她崇尚“活到老学到
老”，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追梦不
止，学习是终身的事业，对艺术的追
求也是永无止境的。在学习过程中，
又渗透着一种仪式感，取得博士学位
既是所学专业的阶段性认可的凭证，
也是一张积极进取、闪闪发光的标
签。

不过，虽然如愿以偿拿到了博士
录取通知书，但周亚松近期并不打算
出国就读。她说，现在条件不太成
熟，出国读博的计划暂时延缓。

56 岁妈妈学姐又考上博士，周亚
松的励志故事被广为流传后，很多网
友为她点赞，称她是“乘风破浪的妈
妈”，给孩子树立了好榜样。周亚松
回应说，感谢大家对她的关注和鼓
励，她的经验很简单：喜欢、热爱、
投入。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都不
晚！”周亚松说，希望年轻的朋友们
珍惜美好的时光，趁着青春年华，在
追梦的好时代里，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

据《楚天都市报》

你还在抱怨代娃做手工的痛苦经
历？一些神通广大的家长已开始从搞
科研、策画展、发文章等方面砸资
源、拼人脉，为孩子升学全面助攻。
近日记者调查得知，教育部今年虽已
明确特长生、竞赛生培养与升学加分
全面脱钩，但各类隐形加分现象仍难
杜绝，在校内评优、升学考试的保送
名额等方面发挥作用，值得关注。

青少年科创项目

竟用上大科学装置

近期，有高校教师吐槽同事将自
己的科研成果安到孩子身上，还送去
参赛拿奖，引起不少“枪手”们共
鸣。

一名当过“枪手”的博士说，他
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代工过一个不复杂
的项目，“后来才知道，这是替某领
导的孩子参加一项全国性青少年科技
创新比赛做的。”

记者查阅了某全国性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的官方网站，从获奖名单和
线上展厅来看，有几个突出感受：首
先，中学组以上的项目水平都已达到
硕士乃至博士水平；其次，大城市学
生占突出优势；最令人惊讶的是，一
等奖项目的展示里 XPS(X 射线光电子
能谱技术)、电子显微镜等高端仪器比
比皆是，且不说这是不是学生自己做
的，光是这些设备的申请就很难。

如南方某省一个高中生的一等奖
作品用到了国家大科学装置——— 上海
同步辐射光源，该生还在核心期刊发
表了第一作者的署名论文，第二作者
则是上海某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一个
博士。巧的是，该博士所在高校学院
及核心期刊的负责人，不仅与这位高
中生同姓，研究方向也重合。

保送资格的“后门”

居然是办画展

今年起，高校取消自主招生，特
长生、竞赛生从此也与升学加分脱
钩。但家长对孩子简历上各种文艺特
长、发明奖项的热衷，却一点没减
退。

“我不太相信特长生优录的路子
会堵死。有些门路，就是专门留出来

的后门，越是卡得紧，越要努力
挤。”李先生的女儿，在东部省份一
所非常知名的中学就读。近几年来，
学校里流行“画展热”：但凡老师的
子女，或家里有门路的孩子，都会想
办法在学校办个人画展。只要办了个
展，就被认为有绘画特长，从而在升
学考评中占便宜。

记者调查了解到，所谓占便宜，
指的是自主招生、降分录取虽然取消
了，但还有不少语言类高中掌握着小
语种专业推荐保送的机会。

跟过硬的竞赛相比，办画展这种
软要求更好达到，因此也被家长视为
一条“金路子”。

门槛高审核难

隐形加分如何约束

随着特长与加分全面脱钩，依靠
隐性权力在升学考试中的助攻行为变
得更难，但并未消失。记者调查发
现，这一钻空子的行为正在圈层化，
呈现出 3 种特征：一是门槛高，监督
难；二是非直接，取证难；三是圈子
化，审核难。如科技创新类竞赛加分
仍不少见，即使常规高考途径的加分
取消了，也会在各种保送、计划中体
现。

“艺术圈的搞艺考，学术圈的拼
竞赛，各有各的门道，越高端越隐
蔽，复核困难，但总之都是普通家庭
很难参与的高端游戏。”林女士说。

一位 985 高校的博士说，他曾见
过不少孩子在父母的实验室里摆 pose
录视频，从选题、发明到写论文，课
题选得比研究生论文还难。“我感到
深深的恐惧，我们辛辛苦苦给领导的
孩子写课外实践报告，而他们的子女
拿着这些报告参加各种评奖，就轻轻
松松把普通家庭的孩子干掉了。”

教育界人士认为，今年是取消自
主招生、实施强基计划的第一年，每
一次改革，都有助于打破原本的灰色
空间，给教育公平创造新的机会，但
也总会产生新的“空子和门路”。约
束隐形权力，仍然任重道远，既需要
升学考试相关部门的他律，也离不开
学生及家长的自律。

据新华社

只要有梦想 什么时候都不晚

太励志！56 岁“妈妈学姐”
考博成功 媒体调查升学隐形加分乱象

有家长帮孩子搞科研办画展镀金

周亚松在硕士毕业前举办个人独唱音乐会。
“假”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