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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校 3个

在 不久前的夏校申请全解析讲座中，两位Ivy Labs资深导师Ella和Ming针对家长关于夏校规划及申请的常见问题进
行了深入的解答，破解误区。我们将其中几个关注度最高的问题整理于此，方便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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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孩子有必要每年暑假都安排夏校吗？不同年级选择夏校的原则是什么？孩子有必要每年暑假都安排夏校吗？不同年级选择夏校的原则是什么？

Ella：：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

对于就读于美高的学生就读于美高的学生，我认为可以考虑每年一个暑期项目，毕竟美高一般都有三个月完整的暑假。学生除了每年必须要

完成的标化备考和课程预习之外，基本上总能抽出时间来参加至少一个暑期项目。如果规划开始得足够早，比如9年级开
始，那么我们会有三个暑假可以进行安排和把握，这在升学之路上是特别宝贵的一段时间。

一般来说，学生第一年可以参加一个相对入门级别的优质项目，第二年冲击3到4个顶尖项目，第三年可以更进一步，或
者继续挑战前一年夏校申请时没有录取的顶尖项目。举例来看，之前我有一个9年级的学生，第一年暑假我们一起申请了
布朗大学一个针对低年级学生的工程项目，10年级暑假我们申请了耶鲁全球青年学者（YYGS）、宾大的工程夏校、斯坦
福的工程夏校，以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工程创新夏校。那一年最后去了宾大的项目。到了11年级，我们的夏校申请名



单进一步上升至LaunchX，并最终顺利获得录取。

这个学生的夏校经历是非常典型的阶梯式发展阶梯式发展，三个暑假申请的夏校难度越来越高，学习研究的内容也是越来越精专。正

是这样，我们能够非常清晰、完整地向招生官呈现他在高中期间学术进阶的发展轨迹。

如果孩子在国内就读高中孩子在国内就读高中，暑假往往比较短，并且找到我们的时候大多已经进入高一，留给学生和导师规划的暑假只有两

个。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来考虑。如果孩子的学术能力非常好，10年级要准备标化的时间不会太
多，那么可以考虑10年级和11年级都参加暑期项目。但是如果孩子托福都还没考到100分，我会比较建议10年级暑假考
虑在国内选择一些短期的学术项目，等到11年级准备更加充分的时候再考虑美国的暑假项目。或者学术再弱一些的，我
会比较建议放弃美国的暑期项目，选择一些国内的线下项目也会是学术探索很好的方式。

Q2夏校和科研活动两者有互相协调或替代的关系吗？已经有好的科研经历，还有必要参加夏校吗？夏校和科研活动两者有互相协调或替代的关系吗？已经有好的科研经历，还有必要参加夏校吗？

Ming：：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俗称的“夏校”其实就包括科研类的项目。无论孩子在哪里上学，都是暑假的时间最充分，
整块时间最多，也因此这段时间适合参与一些对时间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项目这段时间适合参与一些对时间稳定性要求较高的项目。这时候，首当其冲的就是需要进实验室的项

目。

夏校和孩子已经进行的科研活动是否存在互相协调或替代的关系，看的不是项目的属性，而是活动内部的逻辑是否自洽，活动内部的逻辑是否自洽，

是否能够将学生学术探索的故事讲得圆满，突出个人特点，让人信服。是否能够将学生学术探索的故事讲得圆满，突出个人特点，让人信服。

其实规划做得好，是不太会出现二选一这种情况。而应该是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比如利用学期中每个周末参与长

线的科研类项目，然后利用一些在暑期的夏校项目得到系统的优化、提升，甚至产品化。

我们去年被剑桥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录取的Alex做了一个帮助弱视孩子们读书、学英语的App，不仅通过在算法上的创
新发表了高质量的论文，体现了学术深度，还通过LaunchX这个商科与工程结合的创业夏校将其科技想法商业化，提出
了更为落地、更可扩展的解决方案，提高了想法的传播半径与影响力。

Q3上夏校是不是只值得去上夏校是不是只值得去“顶尖顶尖”的？的？

Ella：：我认为夏校选择最核心的原则还是适配性。如果你的能力够得上申请和挑战顶尖的项目，那当然可以，但是如果如果

只盯着所谓只盯着所谓“顶尖顶尖”，则可能会错失很多优质项目，错失很多爬坡式前行和进步的机会。，则可能会错失很多优质项目，错失很多爬坡式前行和进步的机会。

顶尖项目的录取率往往都比较低，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YYGS录取率是35%，LaunchX的录取率为17%，斯坦福人文夏
校（Stanford Humanities）录取率是4.3%，RSI项目大约3%。

这些顶尖项目在大学招生官眼中都是金字招牌，能录取的孩子一定有自己过人的地方。但是我想说的是，不是只有所谓的不是只有所谓的

顶尖项目才值得。顶尖项目才值得。先不谈这些项目的录取难度，我们还需要考虑其他的一些因素。比如很多项目有年龄限制，低年级的孩



子并不具备申请资格；再比如有些学生的学术兴趣可能和顶尖项目提供的内容并不匹配。

其实有很多非常优质的暑期项目供不同年龄、不同学术兴趣的孩子选择。我有学生特别喜欢性别研究，然后她暑假去了巴

纳德学院进行领导力项目的学习。这段经历也成为了改变她一生的经历。我还有其他的学生上过布朗大学的夏校、耶鲁的

夏季学期、南加大的游戏设计项目、哥大三周的沉浸式暑期项目。这些都不是顶尖项目，录取难度都不算大，但这些学生

有的录取了康奈尔，有的录取了布朗，有的录取了华大圣路易斯，还有的录取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说到底夏校选择的核心问题是这个项目的内容到底和孩子的学术兴趣有没有充分的关联，是不是和这个阶段孩子的整体能这个项目的内容到底和孩子的学术兴趣有没有充分的关联，是不是和这个阶段孩子的整体能

力和素质相匹配。力和素质相匹配。

Q4换成线上后，夏校还值得参加吗？换成线上后，夏校还值得参加吗？

Ming：：正如我们在其他讲座和文章中所讲到的，暑期项目对孩子的帮助既包含了短期的功利性成果短期的功利性成果，比如在大学申请中

能够直接呈现的活动和奖项、文书内容、补充材料等，同时也有长期的发展性成果长期的发展性成果，如培养学生的科学基本素养、敏锐

度、发现问题的能力、洞察力、批判性思维，以及沟通与协助能力等等。正是基于这些，大部分学生在高中阶段或多或少

都会参加一些暑期项目。

在疫情期间以及我们马上会进入的“后疫情”时代，大部分的夏校都有尝试远程或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当然转型的结果
不尽相同，我们需要分学生情况和夏校类型具体进行分析：

有些项目的性质决定了学生必须要线下参与有些项目的性质决定了学生必须要线下参与，如我们多次提及的科学研究项目（RSI）、海狸工程暑期学院
（BWSI）、中学生科学培训项目（SSTP）、克拉克学者项目（Anson L. Clark Scholar Program）等等。疫情
之下，一些此类型的项目要么沿用此前的教学方式，要么只能取消。

另有一些遴选力强的夏校遴选力强的夏校尽管转为远程，或线上线下结合，但因为其申请难度、教学质量、研究深度等并不会因为

转为线上有所改变，所以这些自带光环的项目在大学申请中起到的作用并不会有什么变化，依然是学生学术探索的

重要体现，如斯坦福数学营（SUMac）、罗斯数学营（The Ross Program）、青年科学家数学计划
（PROMYS）、爱荷华青年作家工作室（Iowa Young Writers' Studio）、宾大管理与科技夏令营（M&TSI）
等。

而对于遴选力中等的夏校遴选力中等的夏校，如芝加哥大学生物研究夏校（RIBS）、康奈尔大学的生物学研究学徒项目（RABS）、
创业夏校LaunchX、宾大沃顿商业领导力夏校（LBW）、耶鲁耶鲁全球青年学者项目（YYGS）、宾大工程夏校
（ESAP），整体来看体验感确实会有些下降。从学生给我们的反馈来看，参与度越高，学生感觉越好。所以这时
候，参与夏校的目的就更加重要了，比如夏校经历是否能够对申请形象进行有效的补充，或者能够和申请形象相得

益彰，以及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到底能带来多大程度的加分等等，都是需要考虑的。

最后针对遴选力不强的夏校针对遴选力不强的夏校，如夏季学期课程（Summer Session）、大学预科课程（Pre-College）、大学沉浸
式课程（Immersion）这样的夏校，那么根据不同的类别、学科、学生所处年级以及学习目标，影响不尽相同，需
要我们结合孩子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来说，由于线上教学的一系列限制，一些需要动手或者偏实践的项



目的体验感会打折扣，参加的意义也需要重新衡量。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项目的替代品其实也比较多，比如国内的一些优质项目。导师会结合学生当下的情况和实效

性，从全局把关，做出最优的暑假安排。

关于夏校仍有疑问，请扫码收听Ivy Labs最新的夏校五堂课，10位资深导师从不同学科出发，全面深入介绍申请规划与
夏校选择。

扫码学习夏校五堂课





您可能错过的精彩您可能错过的精彩...

一份早规划方案是如何炼成的？

活动丨上夏校 是不是申请大学的军备竞赛？
奖项丨破解关于申请奖项的那些误区

经验丨耶鲁男孩升学经：不过是百炼成钢

转学丨逐梦另辟蹊径：从美国大学转学说起

活动丨乱花渐欲迷人眼 社团应该怎么选？



美国升学专业解决方案请咨询美国升学专业解决方案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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