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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89/2021_2022__E5_AF_B9_

E8_AF_9D__E7_8E_B0_c65_389333.htm 近两年来，京籍外省

生的总人数大致不变，每年的应届考生人数都要维持在2000

人左右，这部分学生返京时间一般集中在11月下旬到12月下

旬。近一两年来，学生、家长急于回京适应北京高考，因此

京籍外省生的返京时间有提前的趋势，甚至有部分学生舍弃

已经预交的高三学费提前至暑期回京。由于公办学校入学门

槛非常高，课外同步班只在周末授课，因此多数京籍外省生

返京后就读于复读类学校，而复读机构会往往将这些学生与

普通复读生分班授课。上周，记者来到了海淀区教育考试培

训中心，与高二暑假返京的6名应届京籍外省学生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 忆曾经外地读高中为圆大学梦 “中考补录时，我

只被中职学校录取，不甘心。”学生小韩是个很有想法的男

孩儿，最初也是听同学介绍，感觉外地读高中相对而言要比

读中专好，而且外地的学生也比较刻苦，和家长商量以后选

择了河北固安的一所高中就读，读高中的同时也是为了“体

验生活”。 “进入外地高中的北京学生，基本都在外地相对

重点的高中上学，感觉名号应该可以和北京的重点高中齐名

。”男生小薛就读高一前同样有此认识。 据了解，通常外地

的高中会参考京籍学生当年的中考成绩，以此作为进入该校

高中的第一道门槛。除了那些随父母后迁入北京的学生，被

送回老家读高中的学生外，普通的北京学生更多会选择河北

等地就读，交通便利，教学质量也相对较好。以河北为例，

一名学生的借读费用在两三万元左右，再加上学费、住宿费



、伙食费、晚自习补课费用等，高一、高二两年时间，人均

花费在四五万元左右。 小薛说，一般家庭的父母普遍希望孩

子走读高中、上大学的道路，方便大学毕业以后选择现在的

热点职业，使未来生活得更好。“我对大学的专业现在还没

有太多考虑，只是听家长和周围亲戚朋友谈论的一些热门专

业。如果说理科专业的话，我认为医生、工程师应该是比较

理想的专业吧。” 压力大现实与憧憬存在差异 现实总会与理

想存在差距。 “有的学校可能不如自己之前听到的那么好。

”小韩承认，在外地，学习刻苦的学生不少，但这些“刻苦

”的学习精神并非都是学校刻意管理出来的，有的学校并不

像自己想象的那样管理严格。香河、固安、廊坊等地学校，

在当地都是河北省的示范学校。但是，感觉那里的老师与初

中时北京老师给人的印象不同，“不像北京老师讲课那么细

和负责任。有时候感觉他们对学生学习与否无所谓，老师教

老师的，不太讲求互动性。” 脑子里还是对北京重点高中的

印象，虽然身处河北重点高中，但是小薛仍感觉到硬件条件

、学习环境、教师素质等方面的不同。“外地高中一个年

级1600多人，而北京一个年级也就三四百人。”小薛“安慰

”自己，外地高中的教师不是不管，而是根本管不过来一个

班六七十位学生，教室中课桌之间的过道都很窄。 虽然环境

与教师给这些京籍外省生的感觉不那么“理想”，但是两年

的高中经历也确实收获了不少触动。外地学生的刻苦是让这

些北京孩子最大开眼界的地方。 “他们可以从早6点一直学

到晚上十一二点。”相对而言，小陈比较“幸运”。“我们

宿舍的同学都是在年级排名靠前的，我受他们的影响很大。

”清晨，看到宿舍的同学起床了，小陈便也起来了，进班后



吃了一惊早晨6点，班里60多个座位满了一半，大家都很自觉

地开始早自习了。“一早来教室，连课间都不抬头，中午、

晚上各抽出半小时时间吃饭，其余时间都用来学习。我们宿

舍有这样的人，在年级排名30多名。”小陈“汇报”自己的

见闻。对此，小薛认为，外地学生的刻苦源于他们从小立下

的志愿:要好好学习，要冲出地方，家里才能更好。 据学生讲

，在这些外省高中，北京的学生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同学基

本上都是县里的人。相比来讲，北京的多数学生比较懒散。

但即使这样，当他们将自己的学习时间安排说给北京的同学

后，收获的是北京同学的吃惊表情和“你们真苦”的评价。 

需自觉缺少家长监督容易偷懒 在河北，每次年级大考以后都

会公榜排名。北京的学生会被刻意标出记号，“容易找”。

“刚开始去都是想好好学习，但几次大考过后，我忽然发现

，每次自己的名字都在排名榜的后面。”小薛说，有标记的

名字大部分都在最后。“经过很多次‘打击’后，你会发现

学与不学都差不多。”在外地高中，两年上三年的课程，进

度特别快，再加上大部分去外地读书的北京学生本来“底子

”就较当地学生薄，慢慢差距就拉开了。后来的考试，知识

很多都不会了，就开始失望，人也有了惰性。“虽然仍想努

力，但是进度太快，根本跟不上。” “其实每一个去外地上

高中的学生，都会稍微放松自己，有时偷偷懒。”老师管得

也不是太严，小韩说，脱离家长管理，感觉自己各方面都放

松了不少。高中一年，学校只开过一次家长会，家长通常很

难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孩子在学校的表现。“我们那里，每

次大考后班级就会重排座位，成绩好的坐前面，成绩差的坐

后面，教室也大，成绩不好的都在后面玩儿，就更不学了。



” “虽然三年的知识压在两年学完，但是学得怎么样是另外

一回事儿了。”小李表示，自己之所以提前一年回来，除了

适应北京的高考试题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外面学的知识

不很牢固。讲课太快，教师如果认为当地的学生都能明白的

话就不再细讲了，需要学生自习。“这些内容我们落得比较

多，知识衔接肯定会有断位。回来接受北京老师的指点，而

且在自己家门口复习，有了家长的照顾，感觉回到自己的地

盘了，回京复习要比当初到外地读高中适应得快很多。”（

记者 王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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