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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RD录取尚未正式放榜，但Ivy Labs的W同学已经提前收到了圣路易斯华大奥林商学院（Olin Business School）的
offer！同时，W同学已进入该校John B. Ervin学者项目的最终角逐。

根据学校官网的信息，每年仅有大约35位学生能够进入John B. Ervin学者项目，除了获得丰厚的奖学金支持，还有更多
的机会接触顶尖学者、学术资源等等。祝贺W同学，期待他最终入选的好消息！

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故事同样是一个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录取故事——申请年的成功转型，使他不再纠结于个人兴趣
与学术探索间的取舍，用鲜明、独特的申请形象获得梦校的门票。

路易斯华大ED1的offer比公布的放榜日来得要早一些。当时Sander刚刚完成了RD阶段的所有文书，手机上突然
弹出Huabing老师在群里发的消息：WUSTL出结果了！他登录系统一看，被录取了！或许是这封offer来得太突

然，也或许是Sander已经说服自己不对结果太执着，看到录取的瞬间少了些想象中的兴奋与激动，内心更多的是感激和
庆幸。

新冠疫情的爆发，让很多孩子的申学之路都一直是计划赶不上变化。Sander也不例外，撤离校园、集训停滞、比赛取
消、考位难求——疫情带来的种种变数以及对于学术方向的迷茫，都让他越来越偏离原计划要走的理工之路。到了申请
年，Huabing老师和Sander又进行了多次深入分析和讨论，最终重新调整方向，以以“音乐音乐+科技科技”这样的独特组合获得这样的独特组合获得

了梦校的垂青。了梦校的垂青。

最初的方向最初的方向

Sander在Ivy Labs指导下“10升10”（国内高一升入美高10年级）转入美国田纳西州一所私立美高。他在学校里保持
着不错的成绩，特别是数学成绩优异，学术方向一直偏向理工科。经过头脑风暴课，以及日常与Sander和家长的沟



通，Huabing老师建议Sander把握住自己优势的数学科目，以应用科学作为连接点，探索数学与工程或数学与经济的
交叉领域。

根据Huabing老师制定的早期规划方案，Sander除了要参加美国数学竞赛（AMC）和美国高中生数学建模比赛
（HiMCM）外，还将通过Coursera学习编程，并开启自己科创项目（AI音乐生成算法），通过州内的
Science&Engineering Fair选拔参加国际科技工程比赛（ISEF），同时参与机器人大赛组队和集训备战VEX机器人大
赛，通过以上这些来展现他在理工科方向上的探索和实力。同时，Huabing老师还为Sander安排了一位Ivy Labs的大
学生导师Dennis，指导他参加沃顿商学院投资竞赛。

除此以外，Huabing老师还了解到，Sander在国内高中就读时曾受同学影响对电音十分感兴趣，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点
后，Huabing老师鼓励Sander继续在电音上进行探索，建议他在校内创建电音社团，弥补所在美高社团不足这一劣
势。Huabing老师认为，Sander对电音的浓厚兴趣能够带领他走得更远，这条辅线将来能够成为对电音的浓厚兴趣能够带领他走得更远，这条辅线将来能够成为Sander的一个亮的一个亮

点，帮助他在同质的理工类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同时，电音这个技术与音乐结合的领域，也能为点，帮助他在同质的理工类申请者中脱颖而出。同时，电音这个技术与音乐结合的领域，也能为Sander在技术方面的在技术方面的

探索提供更多可能性。探索提供更多可能性。

计划赶不上变化计划赶不上变化

然而，受疫情干扰和自身状态起伏的影响，Sander的升学之路并没能如计划中顺利。SAT屡屡遭到取消，Sander最终
未能达到预期的1500，只考到了1470；他的科创项目是关于“AI算法生成音乐”，尽管获得州内科技工程比赛的第三
名，但未能晋级参加国际比赛。虽然HiMCM进入了前30%，但AMC、VEX机器人、投资比赛等都因为疫情和其他原因
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Sander自己对学术方向有了更多的思考和感悟，他希望将更多的热情投入到真正喜欢的事情上，比如音乐
制作。申请年年初，经过和Huabing老师的反复探讨，对申请方向进行了调整：基于他对电音的热爱，以及坚持进行的
电音社团和AI生成音乐的科创项目，将方向重新调整为音乐制作和技术方向。正是前两年在理工方向上的积累，和对音正是前两年在理工方向上的积累，和对音

乐的不放弃，让乐的不放弃，让Sander的这次转型成为可能。的这次转型成为可能。

重新确定了方向以后，Sander感到如释重负。没有了内心的摇摆，他感觉自己有了清晰的前进方向。Sander继续跟随
科创老师完成AI音乐项目。随着项目的深入，Sander还完成了相关主题的研究论文，并在IEEE计算机学会发表。此
外，Sander还加入了关于音乐疗法与心理健康的研究。

既然要转型音乐申请者，作品集必不可少。Sander此前也曾独立创作过歌曲，并在网易云上发表。但如果想申请音乐专
业，他必须有更多更专业的作品产出。为此，Huabing老师请来了Ivy Labs的师姐、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Peabody音乐学院的Jolene来指导Sander的音乐创作。Sander此前只是从同学那里，或者网上看视频自学。而平时
在学校即便遇到感兴趣的人，也都只是入门水平，无法真正的学习切磋。

这次Jolene学姐的指导给了他一次系统学习音乐制作的机会。学姐的指导给了他一次系统学习音乐制作的机会。Sander还记得第一次听到Jolene学姐作品时所受的震
撼，才意识到原来音乐还可以这么搞？！在学姐的指导下，Sander创作了三首全新的作品，将电音和传统音乐相融合，
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作品集。Sander认为，作品集对自己来说，更像是作品集对自己来说，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学习的过程”。。通过Jolene学姐，他得以接
触领域内更专业的内容，真正感受作为一个音乐人的兴奋与自豪。



坎坷社团路坎坷社团路

电音社团是Sander申请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创建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根据Sander所在美高的要求，他要和负责
社团的老师沟通，由老师帮忙发送邮件并安排教会公示。由于社团老师对电音一无所知，Sander需要向社团老师展示自
己的作品，帮助其了解电音社团所需要的场地、设备，提供社团的活动计划、社员招募计划等等。

但当时赶上老师手头事情多，并没有表现出很支持，这件事情不得不被搁置。同时，活动所需要的电脑教室已经被课程和

其他社团排满，基本找不到电音社可以活动的时间和场所。这些现实情况多少让Sander受到些打击，也有过打退堂鼓的
想法。

但Huabing老师一直鼓励督促他不要放弃，每次沟通都会跟进社团的进展。Huabing老师认为，无论对无论对Sander拓展爱拓展爱

好、培养自身领导力，还是作为整体申请形象重要的一环，成立电音社团都是一个需要好、培养自身领导力，还是作为整体申请形象重要的一环，成立电音社团都是一个需要Sander坚持完成的任务。坚持完成的任务。在

Huabing老师的带领下，他们拟定了活动计划；Sander去找社团负责老师磨了很久，最后终于商定可以在周二大课间
和周五放学后这两个时间活动。尽管很难协调其他人的时间，但Sander还是努力让更多的人接触到电音，在Huabing
老师的建议下，他尝试通过制作海报、在校内社交媒体平台上进行宣传来吸纳更多的同学参加。Sander甚至邀请了几位
好友当“托”，毕竟社团创建初期凑到人是最困难的。

就这样，10年级下学期，电音社的成立总算有了眉目。这时，疫情来了。刚刚聚集起来的人气一下子散落在中美两地。
当Sander想着等回到学校再继续时，Huabing老师却建议他在线上完成社团活动，好不容易招募到感兴趣的同学，不
能让这件事凉下去。在Huabing老师的督促下，Sander结合网上的视频和自己的经验制作了电音软件教程，在线上教
大家如何自己制作音乐。尽管Sander需要远程帮助大家解决软件在不同电脑上的适配问题，但最后社团活动总算得以在
线上继续开展。看到社团成员一个个上手，Sander也逐渐有了雄心壮志，希望所有社员都创作出自己的曲子，然后大家
共同发表一张专辑。收到offer后，Sander更希望这个“宏愿”能够实现。

严师出高徒严师出高徒

熬过了繁忙的申请季，迎来开花结果。在这个过程中，Sander眼里的Huabing老师不仅是一个专业的领路人，更是一
路带领他成长，在他困难时给予帮助的学长。

Sander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Huabing老师，是美高申请后前往Ivy Labs深圳办公室参加活动。那时看到高大威猛、
一脸正气的Huabing老师，他曾担心会是一个严厉、不好沟通的老师。但同时也认为，对老师怀有一份畏惧对自己并不
是一件坏事，这样才能督促自己走得更远。实际相处下来，Sander发现Huabing老师不仅是一个耐心细致、做事井井
有条的导师，更能够在关键时刻明确指出问题，理性分析寻找解决办法。

刚进入美高时，和其他很多中国留学生类似，Sander会忙着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希望尽快融入陌生的环境，而因此忽略
学业。Huabing老师以一个“过来人”的经验及时提醒了Sander——他曾经也是一名留学生，非常理解Sander那种迫切
寻找熟悉与归属的感觉，但高中的学业是申请之路上的重中之重，适应环境不能一蹴而就，随着时间的积累，Sander会
找到属于自己的小圈子。

日子久了，Sander会和Huabing老师诉说一些无法和家长交流的事。对于Sander应该做的事，Huabing老师绝对不



会纵容、代劳。而Sander也总能从Huabing老师的话语中找到动力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进入申请季，Sander疲于应付学业、活动和文书，时间安排变得混乱，甚至会错过导师重要的提醒。Huabing老师会
打来电话，熟悉的沉稳声音透露着严肃，让Sander感受到的不是指责，而是问题的严重性。

在标化没能考到满意的成绩，比赛没能顺利晋级时，Huabing老师会主动找Sander沟通，没有盲目的安慰，也没有疲
惫的抱怨，他会带领Sander理性分析原因、总结经验，然后最大限度地利用剩下的时间去做那些还可以改进的事，继续
为最终的目标努力。

这一路都是这样，Huabing老师会在恰当的时间点他一下，确保他没有偏航，也让内心少一些迷茫。老师会在恰当的时间点他一下，确保他没有偏航，也让内心少一些迷茫。

Huabing老师：老师：

在探索中成长在探索中成长 找到最佳平衡找到最佳平衡

点点

王化冰 Huabing Wang
合伙人 高级国际教育规划顾问

美本申请业务主管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学硕士

前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面试官

最宝贵的高中经历并不是一帆平顺，而是在不断挑战和寻找自我的过程中成长和成熟。作为电音达人的Sander，曾经从
未考虑过音乐作为申请的方向，他苦练计算机编程、钻研人工智能算法、准备数学竞赛、计划商业项目，试着追求大众眼

中最吃香的“计算机工程”或“商科”专业。千回路转，他的科创项目终究落脚在“基于AI算法音乐生成软件”，同时成立了
自己高中的电音社团。在拿下多个科创竞赛的奖项后，Sander开始思索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11年级后，他逐渐找到最
佳的平衡点，将对电子音乐的热情完全注入了自己的原创编曲作品集，并决定以音乐家的形象申请。同时数理工程的基

础，也让他成为独特的“科技+音乐”创作人。也许在未来的四年中，Sander还会继续“纠结”，尝试更多有趣的学科，但
这不就是大学的意义吗？











您可能错过的精彩您可能错过的精彩...

听来自早申请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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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丨一份早规划方案是如何炼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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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私立中学申请咨询美国私立中学申请咨询

Julia老师老师

美国本科申请咨询美国本科申请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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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老师叶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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