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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入校门之际，一群独特的学生却怀着复杂的心情重新走进

教室。他们是“初四生”，越来越多的中考复读生。为满足

需要，一些学校办起了“初四班”，复读越来越低龄化。这

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教育部门又如何看待?连日来调查

给记者的印象是：在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大背景下，“初四

生”增多有其逻辑，但它将使名校高中更为拥挤，而应试教

育的效应将更为显著，素质教育越发成为画饼。有教育专家

指出，“初四生”会催生出下一批复读生。 “我想上一所好

的大学，但如果连高中都读不上好学校的话，那么考好大学

又从何谈起呢?”今年中考以616分的成绩考上省一级高中21

中的小君说。去年，她作为中考的应届生考了551分，与她报

考的育才中学录取分数相差甚远，只能上一所市一级的中学

，她心有不甘。“今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了，考上了省一级

高中，一年的努力总算没有白费。” 【中考复读班】 火爆 与

小君有类似想法的初中毕业生逐年增多，能读上高中已不是

什么难事了，他们把目光锁定在“名校”高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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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12万中考生中所占的比例不算高，但

是对比于高考，复读低龄化的趋势已有所显现。 广州一家学

校，在2005年尝试开办市内首个“初四”复读班，原拟招

生40人，没想到非常火爆，吸引了数百学生、家长前来咨询

，不得不再多招一个班满足需求；去年，该校4个“初四”复



读班；今年，更是扩招至7个班，尽管离开学日子9月1日不远

，但是前往学校报名的家长和学生仍然络绎不绝，满脸期待

。 “前几年，广州市的复读市场以高考复读生为主，据我所

知，‘初四班’是没有的，有的只是部分公办学校招收一些

初三的插班生，让这些插班生与应届生一起再读一年初三。

”某复读学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自2005年在广州市首开

“初四班”，开始对办班前景还不是很清楚，只是根据一些

公办学校的老师反映说，学校的初三插班生一年比一年多，

在公办学校有限的学位里，再也满足不了这些需求，如果有

个专门的初中复读班来消化这些学生就解决问题了；此外，

由于该校开办高考复读班也有好些年了，不少家长也打电话

来咨询有否开办中考复读班。基于这些情况的收集，学校有

关负责人经过商量，决定在高考复读班的基础上，另外开办

中考复读班，不少家长和学生闻名纷至沓来。 据悉，该复读

学校今年招生7个班，也由于报名人数过多，不得不开出条件

，择优录龋本来定出的条件是450分以上的，到了最后几天，

不得不把 分数线提高至500分以上。 【“非广雅不读”】 执

着 小鑫，一个活泼开朗的男孩子，去年中考分数已达到了提

前批的高分保护线，可却以20分之差与他心目中的名校广雅

中学失之交臂。“如果我不是认准了广雅这所名校的话，去

年我也可以在其他省一级中学里就读，可我早下定决心非广

雅不读，因此除了复读别无选择了。”小鑫对于复读，是这

么认为的：多考一年，就等于多争取一次机会进名校，他说

父母很支持他的做法，他进复读班完全没有压力，因为他也

相信自己的基础比较好，多读一年肯定会把分数提高。今年

中考，小鑫以695分的成绩如愿以偿考进了广雅中学。 跟小鑫



在同一个复读班的小君说，自己去年考的成绩只能进一所市

一级学校，虽然现在读高中不是问题，可最大的问题是三年

以后能否上所好大学，如果花了三年时间在一所市一级学校

里读书，最后只能考个三流大学的话，那么这三年的时间算

是白费了。因为读三流大学更大的可能是“一毕业就失业”

，还不如在初中毕业时读一所职业学校，将来无论如何也能

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可我不想读职校，所以我也只能用

一年的时间搏一搏，考个好高中，再读个好大学。今年，我

也考上一所省一级中学了，算是初步实现目标了吧。” 在复

读学校里，像小君这样的学生占的比例大概有60%。“以你

这样的分数，能进第三批学校的。”日前，记者在某复读学

校碰到前来报名的刘先生父女。女儿原在天河区读书，今年

中考失利，由父亲陪同来报读“初四班”，学校老师看着成

绩单，善意地提醒着这对父女。“没办法，她从第三批学校

开始，就没再报志愿了。”父亲无可奈何地说。 根据今年市

招生办的信息统计，今年全市考生115804人通过互联网登录

广州市中招填报志愿系统填报了升学志愿。按填报志愿的学

校类别分，其中有填报普通高中志愿的考生91446人、有填报

五年制大专志愿的考生990人、有填报职业类学校的考

生74759人。可见，仍有部分学生是不屑于填报职业类学校志

愿的。 【复读这一年】 很苦 在复读学校里，有多少学生是自

愿的呢?记者做了一个调查，发现近八成学生是心甘情愿苦读

一年的。 “我是在中考咨询会上得知有‘初四班’的，当时

并没有想到自己要去复读，但当我成绩出来后，我马上就去

复读学校报名了。”复读一年后，小兵今年以619分考上了省

一级学校113中学，说起在学校复读的一年，小兵说那是以前



难以想象的辛苦。学校是实行半封闭管理的，每天从7：45进

校门后，就只能一直待到晚上8：40放学才能回家，中午在学

校吃饭午休。由于小兵已经历过一年初三的生活，与正常的

初三相比，“初四”的学习明显的是高强度很多。“以前读

初三的时候，老师还是一边上新课一边复习，而读‘初四’

则是全年用于复习，不间断地做题考试，一遍遍地强化训练

，人都有点麻木了，而且不断地复习，才发现自己有很多的

东西没掌握，有时会有越复习越心慌的感觉。” “我敢说，

在‘初四班’里，没有一个女生没哭过的。”外表文弱的小

君告诉记者，由于每月都有考试，每次考试都要排名，每次

排名后，不少女生都要哭。“我们怕输啊，已经输过一次了

，不想再有第二次了。不过哭过之后，仍然红着眼睛拿起书

本继续复习。” 在这些复读生中，小邓是一匹名副其实的“

黑马”。去年中考才考了400多分，充其量只能读个普通的民

办高中，可今年他却考上了省一级学校协和中学，考分是635

分。“在学校复读一年里，我不但白天看书做题，而且连晚

上坐公交车回家的时间也不放过，在车上照样捧起书本看，

在初四班里，我已被培训成有了学习惯性的人了。” 众说“

初四生” 教育部门：不禁也不倡 对于高考复读班，教育部门

一直持反对态度。广东省考试中心在每年的录取工作中，都

会呼吁考生“不要轻易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广东省教育厅在

几年前就曾经发出通知：公办学校禁办高考复读班。 对于中

考复读，由于是新出现的现象，教育部门并没有明文禁止，

但也并不表示支持。而对于往届生参加中考，广州市招考部

门也没有过多的限制，按照有关规定，只要往届生不超过18

岁，就可以报名参加中考，其与户籍所在区的应届考生的报



考范围一致，即同样可以报考提前批录取或第一批录取的高

中“名校”。 公校教师：复读并非稳赢 针对“中考复读生扩

招”现象，广州七中一位资深老师则表示，复读并非明智之

举。这些参加复读的“初四”生，大部分是因为放弃了职校

录取的学生。但家长有没有想过，若复读一年后，还是考不

上理想的学校，学生和家长能否接受得了这一结果呢? “如果

初中复读成为一种风气的话，这些复读生对应届生肯定也是

一种不公平，有限的高中名校教育资源，对应届毕业生来说

，已经竞争激烈，如果还要加上复读生的参与，竞争肯定是

越发激烈。由此，可能要催生出下一批复读生。”一名资深

教育专家不无忧虑地说。 家长：孩子愿读就支持 广州中考复

读班每学期的学费大概在五六千元左右，加上伙食费、书本

费，有的还有住宿费等，一年的费用在1.4万左右，已经超过

了普通高校一年的学费了。如此花重金只为上一所好高中，

将来能否考上好大学还是个未知数，到底值不值? 记者调查了

一部分家长，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如果孩子是有心向学

的，花点钱多争取一次机会也无可厚非。但是，也有人认为

，如果孩子本来不是读书的材料，家庭又不富裕的，何必赔

上昂贵的资金和宝贵的时间呢?还不如因人施教，挑选有发展

前景的专业(职业教育)，起码毕业以后能够养活自己。 复读

学校：学生有权选择 然而广州某复读学校的负责人则认为，

复读无罪，因为学生有选择更好教育的权利。他表示，应届

生最关心的是复读生造成竞争更激烈。其实，在这千余名复

读生中，真正的高分复读生非常少，把高分复读生放到超

过10万人的中考大军中，比例更显得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

计；因此复读生对应届生的“侵略性”十分有限。对于复读



问题，他认为从政策和法律的导向来看，应该是“不限制”

。因为“不限制”，是给学生更多选择机会；学生有追求接

受更好的教育的权利，不能因为现在好学校学位少，就剥夺

了学生“第二次选择”的权利。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