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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的余地增加，但是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含金量高

的文凭和能力就备受社会认可。因此许多学生和家长认为，

选择入读好高中才是通往重点大学的桥梁 高中是难以抵抗的

诱惑 8月的一天，在北京某中考复读培训学校招生现场，十

五岁的苏杨默默地躲在父母身后，双手不安地搓着衣角。 “

没办法，如果上这个区排名倒数的高中，三年以后怎么办？

再拼一年吧。”她的脸上，透着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忧郁。 苏

杨今年中考没发挥好，仅考了430分，此前她已接到海淀区某

高中的录取通知书，但她连看都没看就塞进了抽屉里，然后

做出一个决定：复读。 在北京，今年中考结束后，有许多像

苏杨一样心态复杂的初中毕业生，面临着两难的选择。 近几

年，复读潮开始波及中考生。在全国很多省份，每年都有上

千名中考生，准备复读上“初四”。 广州一家培训学校，

在2005年尝试开办该市首个“初四”复读班，到今年，已经

扩招至7个班。据广州市招生办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报名参

加学业考试和中招录取的往届生1102人，在12万中考生中约

占1%。而据有关专家称，在北京今年也有千余名初中生复读

，占中考学生人数的1%至2%。 相对于高考复读大军，这个

比例不算高，但是复读低龄化的趋势已有所显现。 有关统计

资料显示，从2005年起，北京市初中毕业生人数每年要减少

近3万人左右，但是由于北京市优秀教育资源的相对稀缺，中

考的竞争激烈程度丝毫没有减弱。高校扩招，让学生可选择



的余地增加，但是随着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含金量高的文凭

和能力就备受社会认可。因此，许多学生和家长认为，选择

入读好高中才是通往重点大学的桥梁。 “与其上一般的高中

，不如再读一年，多花1万多元，考个好一点的高中。同时夯

实初中阶段的知识基础，为将来上好大学做准备。”苏杨的

妈妈说。中考复读要过几道关 相对于高考复读生来说，参加

中考复读的学生心智、心理显然尚未成熟，因此复读所凸显

出来的问题也更加复杂。 去年参加中考复读的谭思的妈妈告

诉记者，刚复读的前两个月，本来活泼爱动的孩子突然间变

得沉默寡言，经常一放学就呆在自己房间里，也不爱和家长

说话。“孩子有一天哭着说，以前要好的同学都读高中了，

现在周末都不好意思找他们玩了，感觉自己低人一等。” 不

过，谭思很幸运，在老师和家长的帮助下，他顺利克服了心

理障碍，最后考上了心仪的重点高中。“孩子最难克服的就

是心理问题，解决好这个，复读就成功了一半。”谭妈妈深

有感触。 有关专家指出，中考复读孩子的压力很大，最难克

服的就是心理障碍。存在心理障碍通常会导致自我评价过低

、遇到问题缺乏积极性、害怕困难、有自卑感、容易自暴自

弃，失去理想和信心，从而大大限制个人潜能的发挥。 其次

，中考复读生缺乏对人生的规划，目标不是特别明确，容易

在复读的某些阶段产生厌学情绪，更有甚者，由于学习习惯

不好或者本身就没有掌握良好的学习方法而消极对待复读。 

“带中考复读班特别累，有的孩子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会对

学习产生反感情绪。每年都有这么几个孩子，上课时既不说

话，也不违反纪律，但他们有自己的消遣方式，转笔、照镜

子、看漫画书，招数花样繁多。”担任某中考复读班班主任



的杨老师说。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的中考研究专家谢维告诉

记者，从普遍意义讲，这一时期的学生尚未定型，正处在青

春期，缺少主观能动性，缺乏恒心，怕吃苦，怕在学习上遇

到困难。学生坏的学习习惯一旦养成，不仅会严重影响复读

的效果，还对将来的高中乃至大学学习产生不良影响。复读

的300天中，学生一定要克服自己的厌学情绪。 此外，在北京

选择中考复读还要面临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复读生将要扣

掉5分。北京市教委对中考复读的学生实施了中考五科每科扣

除1分的规定。这表明教育部门通过此项措施希望中考考生能

够选择中专、职高、技校类学校学习。 “扣5分的影响挺大

的，如果分数不是太高，这5分的差距就能决定你上重点还是

普通高中。”正在为是否复读而犹疑不决的王羽对记者说。 

决定复读的学生都是怀着“重点高中梦”开始一年的新征途

。 有关专家称，中考复读60%以上是学生自主作出的选择。 

北京市复读的学生分数集中在在360~420分之间，有一半多学

生拒绝就读中职，选择“回炉”重读初中的。近几年中职就

业率逐年升高，教育部、北京市教委也不断出台对中职学校

的扶持政策，但是不少中学生还是非普高不读。 “社会上重

学历、重文凭的观念比较根深蒂固，虽然这几年有所改变，

但观念的转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中学生判断能力不强，更

容易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此外，许多中学一味追求升学率，

缺乏对学生心理、人格和未来规划的指导，常常导致学生对

学校的选择上存在误区。正在成长期的学生需要社会、学校

、家长的正确引导。”谢维说。 此外，在复读人群中还存在

着一些分数比较高的学生，他们的分数在460分以上，多是想

再拼搏一年考取重点高中。 那么，哪些学生适合中考复读呢



？教育专家认为，如果考生主动要求复读，愿望强烈，本身

有一定基础，分数不是太低，但在知识结构上也同时存在一

定的漏洞，如果在老师的帮助下，能够分析出自身在学习方

法、学习习惯、学习态度、知识掌握情况等方面存在着哪些

不足，并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此外还有较强的心理素质，

这样的孩子比较适合复读。 谢维说，是否适合中考复读因人

而异。对有的学生来说，在中途停下来整顿一下，再整装待

发，可能比一口气跑到临近终点、却有心无力地停顿下来强

。在复读过程中，因为学生的性格差异导致他们出现的问题

各异。性格偏内向的学生往往心理压力过大，经常处于一种

不正确的心态，在复习过程中不去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而

一味去想错误的结果可能造成的灾难。这类学生容易陷入自

我否定的泥沼。而外向型的孩子心理素质比较好，对学习的

态度却往往不认真，经常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因此，相对于

高考复读生，中考复读更需要学校、家长的合力，把孩子的

潜力尽量挖掘出来。 不过，困难、挫折是最好的大学。谢维

表示，中考复读是对学生的极大考验，磨练了学生的意志，

也能促使他们改掉自己的浮躁心态和不好的学习习惯，一旦

复读成功，会对他们将来的高中、大学学习、生活产生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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