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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4/2021_2022__E7_9C_9F_

E6_9C_89_E2_80_9C_E8_c65_554489.htm 《重庆晚报》3月28

日报道，“上万名应届生放弃高考”（点击查看）。消息在

报纸上的位置很不显眼。我在《重庆晚报》数字报上睁大眼

睛看，都差点找不到。但网站上这条消息很醒目，看来，高

中生放弃高考，确实引人关注。新闻提供了一些材料，谈及

弃考原因，部分区县招生负责人表示原因复杂，包括迫于无

奈外出打工、就业形势严峻，还有学校为提高升学率统计数

据而劝学生弃考的情况。“放弃高考的考生多是农村考生。

”当然多是农村学生。可以设想的是，如果经济条件好一些

，又何必选择临考而去？不能指责家长或者学生的短视。以

我所知的情况，现在在一些农村，上高中就已经很不错了，

很多学生是初中毕业就放弃了升学。既然要上高中，多少就

是家里有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想法，多少就是有长远目光，觉

得应该多读些书。（把百考试题高考网加入收藏夹） 新闻中

还有一个数据，“与三年前的高中入学数量相比，高考报名

人数比当初减少2万人左右”。又有报道称，今年重庆市报考

人数为19.6万人，可见三年前高中入学为21.6万人。高考报考

人数中，应该有一部分是复读学生，这部分未见统计。我知

道现在很多地方设有复读学校，有的县市不止一所，规模都

不小。所以，从高中入学到参加高考，有多少学生“中止程

序”，仍然是未知数，反正比2万人多得多。 是不是“读书

无用论”呢?也不能这么肯定，虽然网络转载时大多注明“读

书无用论蔓延农村”。可能认为“读书无用”的情况也有，



大学毕业不好找工作，“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上专科，还

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未必不是一种考虑，但是，还是

应该多从经济承受能力上来找原因。 单纯讲读书和就业，没

有人会认为“读书无用”。大学水平下降，毕业难找工作，

毕竟还是要读，如果不读，孩子的前途就会受到限制，读专

科总比高中毕业好。所谓“读书无用”，除了“知识越多越

反动”的年头，我看是不存在的。那是什么情况呢，读书越

多越成为倒霉的理由。以前搞科举，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得中

功名，读得“郎不郎，秀不秀”的人很多，也没有弄出“读

书无用论”啊。 但毕业不好找工作，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

问题的存在，使得学费的考虑变得更加现实。我没有公式来

换算读专科和不考学之间的关系，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肯

定存在做出选择的不同临界数值。专科学历的前景与付出的

费用之间的关系，会被人进行并非精确的核算，是否值得付

费的结论将由此得出。 国家或者社会是否希望能够拥有更多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呢?按说应该是。无论如何，有更多的公民

受到高等教育，总是一件好事，我们比较各国的人力资源也

好，教育水平也好，国民素质也好，都要比较到高等教育人

口的比例。人们通过这些数字来解读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和

社会发展水平，应该说接受高等教育是一件对国家和社会有

利的事情。 于是，“迫于无奈中止学业”以及所谓“读书无

用论”，都转变为国家需要有更多人接受高等教育和家长或

学生不能或不愿接受高等教育的矛盾。不能，是经济条件上

明显不具备.不愿，是经济条件与学业前景之间换算，不愿意

为此付费。其实，不愿其实也是不能，拼力而为，学费可能

也拿得出，但这个数字相对于其生活而言，一定是很大的数



字。 这样，高中生流失及临阵弃考的问题，其实只剩下两种

原因，一种是部分人真实地不想升学，一种是部分人不接受

现有费用水平上的教育。“读书无用论”，虽然指向了就业

形势这个客观现实，终究认为是公民的教育观念问题，但我

想，这是不真实的，而不确定的前景与巨大的费用使那些比

较穷的人用脚投票。“读书无用论”，未必有。 更多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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