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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让人欢喜让人忧，美国大学本科录取会在此时集中放榜，多年的努力与数月的等待将迎来开花结果。但对于那些期盼

RD结果的学生和家长——也就是大多数人而言，守候放榜的过程通常不那么轻松愉快。怎样应对等待的煎熬，又以怎样的
面貌去迎接未知的结果，是很多学生和家长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用经验对抗焦虑用经验对抗焦虑

每年申请季，Ivy Labs合伙人、北京办公室负责人滕老师都能感受到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情绪。“这个过程确实很难捱，家长
的心情我其实非常理解。”滕老师说道。事实上，在这个阶段感到焦虑是在所难免的在这个阶段感到焦虑是在所难免的，导师们其实也不例外。“特别是已经收到的
结果没有达到预期时，大家都会或多或少感到担忧，因为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进入最理想的学校。”

但不同于家长的是，导师们已经陪伴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太多轮申请，多年积淀的专业经验使他们能够更从容地应对等待过程中

的焦灼，并对结果进行更准确的预判。

从过往经验中也能看出，第一次经历申请的家长会更容易因压力而情绪起伏，而经历过一次后通常会淡定很多。比如上个申请

季，Charlie在早申阶段颗粒无收，而RD学校的放榜又都很晚，但Charlie妈妈却没有被别人接踵而来的录取喜讯所影响，始终
耐心等待着结果出来。

用她的话说，Charlie申请美高时她也有过一段“上蹿下跳”的日子，纠结选择，担心结果。但回过头看，她会发现自己掌握的信自己掌握的信

息不足以进行有效的判断，更帮不上忙，很多担忧都是徒劳息不足以进行有效的判断，更帮不上忙，很多担忧都是徒劳。于是她为Charlie找到了Ivy Labs，并给予导师充分的信任，让自
己从中解脱出来。尽管她偶尔也会担心，但她很清楚，结果出来前想太多只会自寻烦恼。美高的申请经历让她能够坦然应对这些

情绪。最终，Charlie获得了梦校南加大、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等多份录取。

和Charlie妈妈类似，很多家里有不只一个孩子的家长，在经历过老大的申请后，面对老二老三的申请时心态上会有所调整。因
为他们陪跑过一次后就大概知道家长在过程中真正能够给予帮助的就是为孩子提供足够的支持。重要的是，他们接受过程中自己接受过程中自己

内心的不安，努力不被这份心情所左右内心的不安，努力不被这份心情所左右。

奋战到最后一刻奋战到最后一刻

Ivy Labs过去这么多年从未出现过“0”录取的情况。导师会从学生的竞争力、对大学的深度了解、学生和家庭的诉求与偏好学生的竞争力、对大学的深度了解、学生和家庭的诉求与偏好这三

点出发，为学生制定匹配的选校策略，争取最好的结果。尽管如此，美国大学不存在万能的录取公式或者明确的录取分数线，学

校会在全面评估学生各项申请材料后录取他们认为合格、合适的学生，这就为录取带来了一丝玄学——没有人能百分百提前预知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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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哪怕在选校策略上下足了功夫，该做的都做了，似乎仍免不了要“听天由命”。无论是怎样优秀的学生，都有可能惨遭脆
拒。特别是近些年随着申请人数的增长，美国顶尖院校的竞争更加激烈，录取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但即便如此，怀抱希望坚持到最后，还是有可能迎来拨云见日的明媚一刻。怀抱希望坚持到最后，还是有可能迎来拨云见日的明媚一刻。

上一个申请季，来自顶尖美高的Evan在ED宾大被defer后，RD更是接连受到打击。每一个放榜日，迎接他和妈妈的不是拒信就
是waitlist，非常让人沮丧。后来虽然收到了南加大、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等校的录取，但仍与他原本Top10的目标相去甚
远。即便如此，在Ivy Labs创始人孙老师温柔的鼓励和坚定的信念下，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希望，一路颠簸，最终在藤校放榜日迎
来了哥大的录取。

虽然过程可能没有那么顺利，但在一切尘埃落定前，不要过早陷入绝望的深渊。哪怕是进入waitlist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无间地
狱，导师们也不会放过任何的可能。过往，Ivy Labs学生中不乏最终获得哥大、芝大、西北、杜克、康奈尔等顶尖院校转正的案
例。只要没有获得最终的结果，就还有继续奋战的机会，相信的力量有时候比想象中更加强大。

将眼光放长远将眼光放长远

大学申请确实是一段艰辛的过程，总难免不尽如人意，这时更需要彼此相互支持和鼓励。哪怕是对最终的结果无法接受，也不要

因一时的愤懑使家人之间出现矛盾、产生隔阂。家长需要帮助孩子认识到，拒信并不是对孩子以及过往努力的否定，未来的人生拒信并不是对孩子以及过往努力的否定，未来的人生

路还很长路还很长。站在孩子的角度，面对预期外的结果，重新找到前进的方向，又何尝不是一次宝贵的成长经历？

但身处申请的漩涡中，大家难免会陷入眼前的“困境”，只关注当下的成败得失。谈到这个问题时，Ivy Labs合伙人Xiaoxiao老
师说道，“很多时候学生和家长主要是依靠US News排名或名气来评价大学，衡量offer的价值。但这样不仅使选择的参考过于
片面，也很容易错失一些真正适合自己的机会。”

喜欢工业设计的Steven最初一心想进罗德岛设计学院，而ED被罗德岛脆拒则给了他不小的打击。但也正因如此，他有了重新审
视自己、思考学校和专业选择的机会。他仔细研究了导师制定的选校名单，通过和导师以及在读生的沟通，他发现塔夫茨大学的

SMFA项目更适合自己，让他能够学习STS这样融合文理的交叉学科的同时，也可以继续在设计领域进行专业探索。这让他看到
了未来新的可能性。

幸运的是，他顺利获得了录取。如今，他在塔夫茨已经度过了近两年的时光，也适应了每天全力以赴去应对学业上的挑战。现在

再回首当初的选择，他并不认为罗德岛真的适合自己。“当时更多是被它的名气所吸引，甚至没有认真考虑要上哪些课，未来怎
样发展。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如果进去了就有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

Steven的想法并非个例，有限的信息下，很多孩子选定梦校时多多少少会带有一定盲目性。而认识到每一个选择的局限性，我
们才能更加坦然地把握已有的机会。

Xiaoxiao老师建议，不妨沉下心，重新审视一下已经到手的沉下心，重新审视一下已经到手的offer，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看到手的每一个选项都蕴含着哪些可，从更长远的角度去看看到手的每一个选项都蕴含着哪些可

能。能。

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成功的标准从来不是只有一条。找到合适的土壤，孩子们都能迎来灿烂茁壮的成长。最后，即便真的发现

土壤不合适，无论是美国高等教育体制，还是人生这条漫漫长路，都还有很多机会让我们能够重新选择、改变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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