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半岛全媒体记者 魏海洋 刘金
震

3月20日本报报道了SAT考试临时
取消了6月份的海外考场，乱了考生考试
阵脚。报道推出后引热议，不少学生和家
长给本报打来电话咨询留学相关事宜，
“美国高考的这两种形式，不同在哪里？
中国学生报哪个考试更有优势？”记者采
访专家和学生，为您揭秘两类考试的前
世今生。同时，学霸可以参与到本报的特
色活动中，我们提供了多年的美国高考
试题，专业能力免费测试，甚至提供总额
75万元的奖学金寻找5名学子。

■首批ACT考生
选择ACT享一站式留学服务

2007年，ACT正式落户青岛，青岛
有了ACT官方课程培训中心和考点，改
变了青岛乃至山东考生参加美国高考的
局面。青岛二中毕业的逄超就是众多尝
鲜者中的一个。逄超 2007年进入青大
ACT中心进行系统的美国高考ACT的
培训，最终顺利进入美国的双城大学学
习相关专业，通过扎实系统的学习外加
自己对于改装汽车的热爱，逄超成了中
国改装汽车行业的知名人士。
逄超说，他能取得这些成绩都要归

功于当初选择了ACT。“当时，ACT刚刚
来到青岛。我和爸爸去那里咨询，咨询完
以后毫不犹豫就选择参加ACT，而不是
SAT。”逄超说，ACT没来青岛之前，学生
想要出国，要报托福辅导班、SAT辅导
班，通过留学中介申请学校，辅导成本和
沟通成本都极大。
“ACT就完全不一样了，高二的时候
进入青大ACT中心学习一年，这里有一
体化的课程体系。”逄超说，ACT有全英
文的授课，全外教授课，学生能置身全英
语环境下，相当于提前适应了美国的学
习环境。“而且在ACT中心，外教会教授
我们如何全英文写论文，相当于衔接了
大学课程，这些实用技能对于以后在美
国大学上学都很有帮助。”

■SAT过来人
定考点好难，往返花费巨大

张浩典是青岛六中创意班的学生，
目前正在学习ACT的一体化课程。已经
参加完SAT考试的她为何转投向ACT
的一体化课程呢？先是考试难度，虽然张
浩典的英语非常好，但SAT的考试阅读
量很大，还融入了美国历史等内容，这对
中国考生是很大考验。
更为糟糕的是赶考问题。由于SAT

在亚洲只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
坡、韩国、泰国考点，她得选择最适合的
考点申请考位，这是一场综合的考量。
“由于香港考点的报名者太多，收发试卷
时间非常长。考生上午8点入场，考完得
到下午两三点才能出来。”张浩典说，期
间虽允许些许休息，但考生扎堆会造成
时间的紧迫感。综合考虑，她选择了中国
台北考点，和妈妈一起去考了两次，花费
了近2万元。而算上订机票酒店、舟车劳
顿等成本，赶考SAT还真是一件麻烦事。

□文/图 半岛全媒体记者 孙雅琴

中华鲟、棱皮龟、须鲸、长尾鲨、蓝枪
鱼……这些珍稀的海洋动物标本原来你
可能只有到水族馆里才能看到，如今在
青岛39中新校区的校园里你就能看到
了。3月20日，由青岛39中与青岛水族馆
共建的“海洋生物科教馆”正式开馆。首
批近200件海洋生物标本率先展示，部
分还将定期更新，循环展出。作为海洋特
色学校，39中的学生今后不用走出校门，
就能看到多样性的海洋生物，激发其海
洋研究兴趣。

强强联合，探索人才培育新机制

3月20日下午，青岛39中海洋生物科
教馆在新校区正式开馆，200余平米的教
室里摆满了各类海洋生物标本。从原生动
物到海洋植物，从软体动物再到节肢动
物、鱼类……沿着科教馆一圈走下来，你
就能了解整个海洋生物的演变过程，并认
识很多珍稀海洋生物。
“海洋生物科教馆的两个展厅总共展
示了近200件海洋生物标本，基本把海洋
生物的演化过程都展现了出来，部分标本
还将定期更新，循环展出。这些标本全部
由青岛水族馆免费提供，可供学生们日
常参观和研究学习。”青岛39中校长白刚
勋介绍。据悉，这次青岛39中与青岛水族
馆强强联合共建“海洋生物科教馆”，是
借助双方资源优势，构建基础教育阶段
海洋特色教育体系，继续探索高中创新
人才培育的新机制。即使在全国范围内，
都很少有在中学校园里有这么大的海洋

生物标本馆。
“海洋教育的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兴
趣，培养学生海洋意识。把学生的兴趣培
养成为一种能力，从而让他们的兴趣、能力
与未来的专业方向实现对接。”白刚勋认
为，要想激发学生的兴趣，必须开放青岛的
海洋教育资源优势，其中青岛水族馆就是
青岛海洋教育资源的一大宝库。现在将水
族馆内的海洋生物标本建到学校，学生不
用走出校门，就能看到多样性的海洋生物，
这对激发学生的兴趣是很有帮助的，还可
以激发学生对海洋生物研究的兴趣。

学生动手制标本，还能当讲解员

学生们不仅可以在学校内参观海洋
生物标本馆，还可以动手制作海洋生物
标本。“制作普通的海洋生物标本并不需
要太大的空间，在两个展厅两侧各腾出
了一个教室，可供学生们制作标本使
用。”除此之外，学校还将培养学生讲解
员，让学生在了解海洋生物的基础上，把
这些知识讲给别人听。
据了解，为了打造海洋教育特色，青

岛39中新校区的海洋科教楼里还设有数
个全国第一：第一个中学海岸带生物资
源博物馆；第一个中学海洋生物标本科
教馆；第一个与南极专家连线的海洋教
室；第一个中学航海模拟驾驶系统……
此外，还配备了海洋校本课程教室、海洋

创意工作室，以及海洋生物、海洋化学、海
洋地质等实验室。近年来，39中还与中国
海洋大学、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等一批单位签订联合育人协
议，建立海洋教育实践基地，学生可以在
其高水平的实验室里完成相应的课题实
验，全力打造蓝色海洋教育的办学特色。

“课题研究”已成39中学习常态

那如此内容丰富的海洋教育形式，
是不是只能培养学生海洋领域方面的才
能呢？“并不是这样。其实我们推行海洋
教育更主要的是培养学生的探究能力、
创新能力以及专业发展志向。”白刚勋拿
学校的特色海洋班举例说，通过中考进
入39中海洋班的学生，并不是成绩十分
拔尖的，但是经过三年学习下来，一本升
学率连年都在90%以上，2016届更是高
达96 .96%。
“科教馆正式启用，同时也为学生们
提供了一个学习研究的场所，对培养学
生的研究能力有重要作用。”白刚勋说。
今后，到科教馆参观学习将会成为全校
学生的必修课。通过参观激发学生兴趣，
让学生自主搜集查阅相关资料，培养学
生处理信息能力，引导学生选择一个海
洋生物课题研究。
“‘课题研究’可能对大多数中学生
来讲还是个神秘的领域，但在39中，却已
成为一种学习常态。”白刚勋介绍说，“人
人有课题，人人搞研究”现已成为学校教
育的一个特色。自2011年以来，39中正
式立项研究的学生课题已多达300余
个。

近在门前的
记者为您揭开两种美国高考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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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校门，认识上百种海洋生物
青岛39中与水族馆共建的“海洋生物科教馆”昨开馆，强强联合探索人才培育新机制

青岛39中海洋生物科教馆里的海洋生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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