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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岁，展翅飞翔　　俞敏洪　　一年前，新东方出版了《立志要趁早》，让10个孩子讲述自己成
长的故事，没有想到这本书销量突破了10万册，成为2009—2010年最畅销的青少年读物之一。
这本书的读者有家长和孩子：家长希望通过读这些孩子们的故事，来整理出自己培养孩子的思路；孩
子希望通过读这本书，能够对自己的成长和未来有更清晰的想法，也能找到榜样的力量。
　　有家长和我说，读了那本书，终于知道了培养孩子的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知道了如果让孩子
死读书，而不给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宽松的环境，最后孩子即使成绩优秀也不一定会有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更多的孩子读完了这本书，明确了自己的发展方向，在中国人山人海、苦苦挣扎的高考之外，也找到
了另外一条可行之道。
也许这些故事并不适合每一个家庭，因为毕竟书中的孩子们家境都比较不错。
但我深信任何教育，最重要的是教育背后的理念。
不管在什么环境下，只要理念是正确的，那最后的果实就是好的。
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决定今年再让12个孩子来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更加生动和真实的角度，来听听孩
子们在成长过程中的声音，这就是现在在大家手头的《最好18岁前就做过这些事》。
　　在这些孩子的文章中，他们生动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故事，以及自己对成长的总结。
令人高兴的是，孩子们并没有被应试作文讲大道理的风气所影响，用非常生动的语言和非常真实的情
感，来描述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自己的挫折和成功、自己的亲情和友情，有些孩子还非常坦诚地描
述了自己的初恋感情。
中国的成年人，对于上世纪9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会有一种偏见，觉得他们自我和自私、不懂得责任
和努力。
我们讲到90后，很有点九斤老太的味道，觉得似乎一代不如一代了。
读完这些故事，也许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态度。
从这12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努力、责任、眼光和成长，他们身上也体现了很多我们作
为父辈没法拥有的优势和环境。
我想说的是：让孩子们自由飞翔吧，他们能够飞多远就让他们飞多远吧，他们不仅仅拥有隐形的翅膀
，更加知道风的方向。
　　虽然这12个孩子性格迥异，各自人生经历也千差万别，但回归到本质问题上，我们发现这些孩子
的成长是有共通点的，他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大体都很宽松，父母对他们的培养教育是放养型的，所以
很小的时候，他们就养成了独立的好习惯；在初中阶段，他们大多有过丰富的旅游经历，无论是国内
，还是国外，旅游大大充实了他们的眼界，更树立了他们渴望成功、渴望与众不同的信心。
在学校里，他们参加了很多的团体活动，从学生会到模联，他们积累了很丰富的组织管理经验，他们
还热衷于社会活动，几乎都参加过各种形式的志愿者工作⋯⋯当然了，他们还集体做了同一件事：通
过新东方的培训，成功考取了世界名校，今年夏秋，他们将离开祖国，奔赴北美进一步深造。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像他们这么幸运，都有这么好的条件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还有很多孩子和他们一样聪慧，一样对未来充满了向往，但是因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只能在狭小的
空间里继续奋斗，但是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状态下，不管实现你的理想有多困难，都不要放弃。
蜗牛只要能够爬到山顶，和雄鹰所看到的景色就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够知道自己走到了什么地方；我们需要每一天的努力，才能够知道自己
这辈子能走多远。
18岁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农村孩子，现在我已经走遍了世界。
　　真的，人生在每一阶段都会有惊喜，对这12个孩子是这样，对其他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
希望所有新一代的孩子，都能比我们过得更加精彩，也希望本书中的12个孩子，在未来的路上，走出
更加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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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孩子成长故事 + 父母教育心得
　　权威、生动、实用的青少年成长读物
　　俞敏洪最新作品
　　都说孩子个个是天才，可为什么条件相当，他们的成长却大相径庭？

　　那些全优生的成长和成功究竟能不能复制？

　　著名教育家俞敏洪和他的同事，通过对12位全优生18岁前的成长剖析，总结出了他们成功的规律
。

　　同时，这12位全优生的家长也现身说法，将自己培养孩子的心得悉数总结。

　　这就是《最好18岁前做过这些事》的内容和意义！

　　18岁，人生分水岭。

　　有些事18岁前不做，一辈子就来不及了；有些事18岁前做了，人生就会不一样。

　　如果您是学生，本书会让您发现自己成长中的缺失，获得动力和方向。

　　如果您是家长，本书会启发你的教育思路，让您更加成功地培养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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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俞敏洪：
　　　　新东方创始人、著名英语教学与管理专家、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
委员、民盟中央常务委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务委员、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张洪伟：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北美项目主任、北大国际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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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18岁，展翅飞翔/003??俞敏洪
第一篇
生活有大爱：发现生活的无限乐趣，做一个有爱的人/001
生活是枯燥还是有趣，完全取决于自己。

她在亚马逊丛林看海龟，她在奇幻世界里肆意游荡，她在院子里养兔子和花草⋯⋯
最细微处，有大美。
18岁前，一定要发现生活之美，你会发现更大的世界和更多的有趣。

宋思嘉?我的城堡/003
贺梦石?掌握自己的命运/025
周静雨?我的旅途/049
第二篇
术业有专攻：找到自己擅长的领域，做一个专业的人/071
有一技傍身，则天下足。

他在实验室研究基因，她12岁英语已经和美国人一样好，她对颜色有设计师一样的敏锐度⋯⋯
三百六十行，都能创造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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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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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只给有准备的人，你要准备什么呢？

她认为只要能想到就一定能做到，他在一次竞选中彻底释放了自己，她能让身边所有事物给自己带来
快乐⋯⋯
每一刻都有新机会，未知的世界正打开大门。
18岁前，一定要知道怎么发现“这是个好机会，我可以试试”。

吴轶凡?一切皆有可能/143
公泽?信念决定与众不同/162
柴婉盈?在路上/187
第四篇
自然有神奇：顺其自然，听从内心，成为最好的自己/207
顺其自然，为所当为。

他想寻找未知的自己，一直努力知行合一，她对动漫有无限热爱，是位手办达人，他觉得自己至为平
常，只是在做自己⋯⋯
你自己就是一个完整的宝藏。
18岁前，要知道挖掘最真实最原始的自己，发觉内心的力量，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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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思嘉：我的城堡　　她太厉害了　　校模联主席，北京市模联大赛最佳代表　　还是校音乐剧
社成员，参加多部音乐剧演出　　她思维敏捷，口才上佳，辩论赛上她是最佳辩手　　她才华横溢，
自编自导多部英语短剧，会写英文古体诗　　她兴趣广泛，阅读、写作、设计、制作、唱歌、表演、
辩论　　她无限热爱生活，自己做肥皂，做织布机，做网页　　她关注公益，热衷慈善，参与各项人
文关怀活动　　她崇尚真实，讨厌做作　　她即将前往耶鲁大学　　在那里，她的优秀和精彩将会继
续！
　　要塞——小学时光　　很多人在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都会首先提到父母，我也不例外。
我妈妈一直在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工作，爸爸之前是在中石油做对外经贸方面的工作，后来成为自
由职业者。
爸爸是一个性格很独立的人，有时候性格也比较急，妈妈则比较平稳、稳重，她特别会办事，基本上
什么事交给她她都能完美完成。
她属于“有话好商量，慢工出细活”的那类人。
我很崇拜我妈妈，尽管我的急性子很像爸爸。
有时我想，我对妈妈的崇拜，是不是源于对她那种与生俱来、我无论如何也培养不出的性格的向往？
　　由于父亲的工作关系，我小学有一段时间是在新加坡度过的。
新加坡的教育制度与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但是在某些方面，新加坡的教育
比中国更加残酷，例如新加坡的小学会从四年级开始划分重点校与非重点校，他们将之称为“小四分
流”，而这些则是不被中国的教育制度所允许的——在学校里我时常和同学讨论这些，尽管我们对这
些的了解也是懵懵懂懂。
　　那时我读的是一所教会学校，班里的很多同学父母都是虔诚的教徒。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往往受家庭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幼年时代。
我的父母不信教，所以我自然也不信。
由于对宗教的理解并不深入，我们这群刚进校不久的小孩子争论的话题时常停留在“你为什么不信教
”这个层面。
而对于他们的此类疑问，我往往会以“为什么信上帝？
你看得见吗？
你摸得着吗？
你看不见、摸不着，凭什么跟我说他存在”来反驳他们——或许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渐渐明白原来
人的想法这么稀奇古怪。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没有对错，有的只是一个争论过程，以及过程之后不同人所得出的结论
与思考。
　　很多读过《简·爱》的人都会对女主人公童年在教会女校的生活印象深刻——每天凌晨起床，借
着昏暗的光线洗脸，祷告，吃饭，阅读。
没有人敢交头接耳，否则就会像海伦一样被勒令站在凳子上，接受所有人的嘲笑与鄙夷，还有那种来
自环境的压抑对人心理的摧残——我所就读的虽然也是一所女校，但生活却大相径庭——记忆中学校
会三天两头放假，因为我们班同学的背景比较多元，所以动不动就是各个民族的节日，比如印度教的
节日，还有伊斯兰教的开斋。
而7月21日——也就是我生日，是新加坡的种族和谐日。
出于对这个节日的重视，我们学校每年都有大型活动，还可以穿旗袍。
于是我就很开心，好像整个学校都在给我过生日一样。
　　新加坡的教育，在严格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学生的综合素质。
老师经常鼓励我们看书，写论文。
小学生所谓的“论文”，也不是特别高难度的东西。
老师的目的主要是鼓励你将自己想到的东西尽量表达出来，而不要依附于来自老师或者学校的填鸭式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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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二年级那年我做了一个关于蝙蝠的调查。
为了做这个调查，我天天在图书馆里翻阅大量关于蝙蝠的书，最后弄出来一个板报似的东西。
现在看来一个小学二年级的孩子所做出的东西自然与“高深”不搭边，并且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也早已
淡忘了制作过程中的诸多细节，但那次经历却在我的脑海中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钻研过后的成就感
往往会将钻研过程中因困难而遇到的挫败感抵消，可是钻研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往往比最后的结果更令
你回味。
并且，钻研的成果要展示给别人看，并且要有理有据。
这种严谨的态度很重要，无论是对科学还是文学来说。
　　那里的生活带给我一种很真切的快乐，对我往后的生活也有深远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都是
我在成长的道路上慢慢感受到的。
四年级那年我随父母一同回国，就读于史家胡同小学，本以为回国后的生活还会像在新加坡一样快乐
，但我错了。
　　现在都说出国要过“语言关”，而我回国以后同样也面临着“语言关”——我虽然会说汉语，却
不会写汉字。
而汉字的书写是学习语文的基础，期中期末考试的重点也是汉字书写。
而我那时根本不认识汉字，语文成绩自然很差，百分制的试卷我最低考过28分；而我原本非常不错的
数学，也因为我看不懂应用题而屡次不及格。
小孩子的内心往往比较脆弱，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也差，更何况我在新加坡的时候一直属于模范生。
　　那段时间，除了糟糕的成绩以外，我的压力还来自于同学们的眼光。
每次他们看我的时候眼光都非常异样，我的朋友自然也不多。
独处的时候我常常揣摩他们，我觉得他们肯定在想“这人怎么这么奇怪，不会写字也不会算数，她到
底干吗来的”，这种念头让我觉得特别委屈，平时在家里不太敢跟父母说，于是周末的时候总回家抱
着姥姥哭——我姥姥是个特别慈祥也特别可爱的老太太，我很喜欢她。
家里谁有什么不开心的，她都会特别用心地安慰。
她安慰人也从来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更加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就是让人心里特别舒服。
　　其实那段时间父母也挺担心我的，他们主要是怕这样会让我的性格越来越自卑。
而解决现状的最好办法就是让我补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年级的寒假和暑假，我把小学一到三年级课本全部补了一遍，虽然不是很扎实，但至少考试的时候
不会再不及格。
到五年级中间的时候，多多少少能跟上了，到六年级基本没事了。
到现在想到那个时候的我，我还是觉得挺自豪的，那会儿那么个小不点，克服的这个困难，也挺大的
。
但是无知者无畏，所以有时候我想，人有时候觉得自己有什么坎实在过不去了，其实是因为随着年龄
的成长而杂念太多，太瞻前顾后，仅此而已。
　　在国外度过童年的同学，回国以后很难找到归属感。
这不仅仅是因为刚回国时语言被同学们嘲笑，更重要的是，我看待事物的视角已经多多少少改变了，
我很难像一直生活在国内的人一样看问题。
每当我把自己的想法与他们分享的时候，他们就会反问“你怎么这样想呢，我们都不这样想”，于是
我就更觉得没有归属感了。
　　我喜欢阅读，这是我在国外养成的习惯。
那时候，包括现在大部分时间，看的都是故事书、小说之类。
当时，老师给我们灌输了这样一种思想：只要是书，都是有价值的，哪怕是所谓的“闲书”或者是课
本之外的书，甚至一些比较杂的东西。
因为它就算没有深刻的“意义”，依然会给你带来快乐，给你带来丰富的想象。
　　书看多了，我也经常试着动手去写——六七岁时写神话故事，假如我是神，我会在云彩里建一座
城市，把人全拎上去住。
再长大一点，喜欢看别人的书，续写那里的人物之后干了什么，一直断断续续地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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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初中，我就很少写童话了，而是开始写类似杂文的东西——我特别想记录初中、高中的时候校园
里大家在一起那种感觉，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仅仅只是一种属于校园的感觉，或者说是氛围。
比如秋高气爽的时候，大家全都回校园了，那种特别高兴，同时又有点忧伤的感觉，因为暑假过去了
。
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非常注重自己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又会让我收获新的发现。
例如人的感觉有时是特别微妙的，不能用“开心”或者“生气”来简单地下定义，正如这个世界对人
的分类不仅仅是“好人”“坏人”那么简单。
　　记得小时候，我特别爱看《孤岛生存》那类书，包括《草原小屋》。
我特别感兴趣当人们完全靠自己的时候是怎么生活的。
记忆犹新的是《草原小屋》中有一段在描述如何织布，而小孩子的好奇心往往会让他们对陌生事物充
满兴趣。
于是那天回家以后我跟我妈宣布，我要天天吃冰棍。
她很惊讶，问我原因。
我说我要拿冰棍棍儿做织布机。
当时是夏天，天气特别热，我隔三岔五地吃冰棍，吃了大概一个月，攒了不少冰棍棍儿，做了一个小
织布机。
因为是织毛线用，所以特别粗。
但是当真的织成一小块布之后，特别有成就感。
　　还有一段时间我对染料特别感兴趣，有时候我妈带我出去逛街，我就会盯着那些布料发呆，心想
这是怎么染出来的，难道不会掉色吗？
有时候我会跑到公园里摘花，回来捣碎，弄到水里想染东西。
后来发现我摘的那些花儿不管怎么弄，都不能把水染色，于是我就觉得特别郁闷。
而后来上中学才发现，其实是我选错了溶剂，应该选有机物。
　　还有一次，我姥爷家空调坏了，排水管往阳台上滴水。
我姥爷弄了个桶在底下接着，他就去睡觉了。
水把桶盛满以后，就流到了地上。
我当时兴致勃勃地弄一个小塑料球杠杆，妄图弄一个系统，装个铃铛，如果水满了就响，但是怎么设
计都没成功，于是我又特别沮丧。
最后是我爸爸过来帮我解决了这个大难题——他到外面买了个门铃，把底下的线拆开，然后把线的两
头探进水里——因为水是导电的，所以水面一上去电路一通它就响。
当时特别崇拜我爸，觉得他是个彻彻底底的大天才。
　　我对技术方面的东西也很感兴趣，其中，一个娱乐活动是做网页。
从小不点的时候，我姥姥家买了台新电脑，那个新电脑带微软的Frontpage，我在那玩儿，我说假设这
个网页是一个王国，这一篇是城堡，那一篇是树林，这几篇用链接串起来，又是网页，又是故事，当
时自己玩儿得特别高兴。
大一点开始真的做网页，在网上弄了个服务器。
外国网页有免费的服务器，中国的域名也很便宜，所以两边都占着。
我现在自己有一个主页，写的东西会接到网上去，像blog之类的。
后来我改用Dreamweaver，因为Frontpage貌似已经没有了，Dreamweaver比较专业。
有一阵比较疯狂的时候，我们家电脑两个软件都没有，我就拿记事本写代码，就是最基础的代码，断
行、滚条，还有表格。
但是写代码特别烦人，因为你看不见效果，等你把代码写完了，打开网页一看全是错的，还要重写。
我其实没学过网页制作，但是我会去网上找一个有各种各样花样的网页，把原代码打开，然后把它一
点一点拷贝粘贴。
　　稍大些之后，我开始喜欢玩网上的文字游戏，80年代那种特别古老的游戏。
有点像网游，只不过全都是文字的。
假设你是个人物，你在一个虚拟世界里干很多很多事，但是你干所有事情都没有画面，只是用文字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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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比如你往里面打一个sit表示坐下。
其实听起来很无聊，这个主要好处是有很多人一起玩，特别有主动性。
如果你的文字思维能力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会比图画还好玩。
　　后来我把这些事当玩笑讲给别人听时，尤其是一些大人，他们都会问我：“你到底喜欢科学还是
文学？
”在我看来，这种想法其实是在把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我感兴趣的是人怎么过日子，包括
染料、织布都是这种方面的东西。
因为小时候如果没有人给你刻意分这是科学、这是文学，那么小孩子是不会对这些在意的，他们只知
道这是好玩的东西。
　　父母教育心得　　Q请简单概括下您的教育方式？
　　A我们采用的方式基本上可概括为“影响式教育”。
通过父母的学习生活、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来影响孩子世界观的建立以及学习习惯和生
活习惯的养成。
比如父母在业余时间经常读书看报，对时事作出评论与叙述等，并尽量让孩子也参与其中。
例如，我们在旅行途中都会带上书籍阅读，孩子看到父母的这种习惯，也会模仿。
　　记得思嘉在4岁时，坐飞机就会问邻座的乘客：“你看你的报纸的卡通版吗？
我可以看吗？
”邻座的叔叔当然不看报纸的卡通版，于是思嘉就和我们一样，也拿着报纸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如此，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父母每次出差问她需要什么，答案几乎都是书，所以每次出差的主要购
物环节都是去书店按照思嘉的书单买书。
思嘉也经常半开玩笑地说：“爸爸总是说给我买书把钱都花光了!” 她应该知道，这也可能是父母最
愿意为孩子把钱花光的地方了。
后来，思嘉几乎过于沉浸于读书了，以至于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口舌来让她避免读书过度，比如，
要求她限制每天阅读的时间，读书时要注意休息和放松以免用眼过度，和亲戚朋友聚会时不能带书，
等等。
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涉猎广泛的阅读，使得思嘉的知识面非常广泛，从古埃及史到荷马史诗，从指环王
到莎士比亚她都有了解，她初中便可以大段背诵莎士比亚的剧作，并且在指环王官方网站的古体诗比
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Q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您最注重培养的几种品质是什么？
　　A诚实、自信、独立、自然、追求真我。
　　Q在教育过程中，您觉得您做过的最骄傲的事情是什么？
最有风险的事情是什么？
　　A一直坚信“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应该是人生最重要的经历，在思嘉的成长中，最引以为傲的
是：为她创造了“行万里路”的条件和机会，培养了她读万卷书的兴趣和能力。
14岁前思嘉就游历了10个国家的20几个城市，通过旅行了解不同的人文、历史、文化，也开阔了眼界
。
她4岁起开始喜爱读书，每周5本，一年下来200多本，10岁时几乎读遍了图书馆儿童部的所有图书，阅
读速度已经超过了成年人，厚厚的《指环王》一天就读完了。
我们曾经怀疑她是不是真的读懂了，试着在书中随意摘出一段，结果她几乎能够完整地叙述出来。
常言说：功夫在诗外。
对读书的喜爱和超常的阅读能力，给思嘉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财富。
　　在思嘉的成长过程中，我们一直注意培养她独立的个性：“我的生活我做主”也一直是我们倡导
的。
当然，作为家长，我们通常会给一些意见和建议，但会尊重孩子的选择。
回头想想，这种绝对的尊重在某些事上，还是冒了很大风险的。
初一学期结束时，在清华附中普通班就读的思嘉因为成绩优异被调到重点班，这对大多数孩子来说是
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师资配备好、学生水平相当、学习气氛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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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水涨船高，我们有理由相信，思嘉在重点班学习，一定能够在学习上更上一层楼。
两个多月后，思嘉期中考试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但出乎我们意料的是，她郑重提出要求返回原班级
，理由是：在重点班感受到的只有学习、学习、再学习，她不希望将来回忆起初中3年，能够想起的
只有学习。
经过痛苦的挣扎，我们最终还是同意思嘉返回原班级，也许对于思嘉的课业学习，这并不一定是正确
的选择，但值得欣慰的是，思嘉在快乐中度过了初中3年的学习和生活。
　　Q您是怎么处理两代人之间的沟通问题的？
　　A多倾听，少说教，尽可能平等沟通。
　　Q根据您的经验，您对其他家长的意见和建议是？
　　A鼓励、信任、放手，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Q您的孩子马上要离开您，到大洋彼岸，现在您最想对他（她）说的是什么？
　　A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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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权威、生动、实用的青少年成长读物　　俞敏洪最新作品！
　　如果您是学生，本书会让您发现自己成长中的缺失，获得动力和方向。
　　如果您是家长，本书会启发您的教育思路，让您更加成功地培养自己的孩子。
　　●这本书里的孩子们所表现出的自信、自知、自强，让人欣慰，他们用自己的故事完美诠释了什
么是“做最好的自己”。
　　—— 李开复　　● 以前，我们总说孩子不听话，请问我们听了孩子的话没有？
这本书里有孩子们最真实的心声。
　　—— 马云　　● 我是从北大毕业后才去美国的，这些学生要比我厉害得多，直接到美国读大学
，而且都是名校。
　　—— 李彦宏　　● 从这12个孩子身上，我们看到了这一代人的努力、责任、眼光，他们身上也体
现了很多我们作为父母辈的人没法拥有的优势和环境。
我想说的是：让孩子们自由飞翔吧，他们能够飞多远就让他们飞多远吧，他们不仅仅拥有隐形的翅膀
，更加知道风的方向。
　　—— 俞敏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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