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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4/2021_2022__E4_B8_8D_

E8_A6_81_E8_AE_A9_E2_c65_554490.htm 据《重庆晚报》报

道，今年重庆市的应届高三毕业生中，有上万考生没有报名

参加高考。（点击查看）一位区县招生负责人称，这些考生

多是农村考生，有的弃考是迫于无奈，有的是受“读书无用

论”影响。这几年就业形势严峻，上完大学找不到好工作，

使“读书无用论”思想在农村蔓延，如果孩子成绩平平只能

上专科，还不如早些出去打工挣钱。 “读书无用论”，很熟

悉的一个词汇，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读书

“无用论”是个热门的公众话题。当时，从事脑力劳动的知

识分子的收入远远低于企业工人，有一句顺口溜就在一定程

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在这个背景下，“读书无

用论”一度盛行，一些家庭条件良好的尖子生初中毕业就报

考早工作、早赚钱的中专技校，早早退出了高考竞争。（把

百考试题高考网加入收藏夹） 今天，发出“读书无用论”呼

声的主要是农村。很多大学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与其

得到的回报差异太大，前者过高，后者过低，在一定时期内

，很多大学毕业生连接受教育的本钱都赚不回来。本着不在

没有收益的事情上投资的理念，一些农村学生寒窗苦读十余

年，却在高考前结束了学生生活。 有句话叫知识改变命运，

这句话在老百姓心中却变为“上大学改变命运”。在计划经

济年代，上大学意味着户籍、工作等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

这点对农村学生尤为重要。大学是精英教育，上大学等于有



了高人一等的身份，有了衣锦还乡的荣耀。现在不同了，上

完大学却感觉一切都回到起点，工作要自己找，收入还不见

得比打工的多。大学已经变为大众教育，但老百姓没有意识

到，还在“改变命运”或“改变不了命运”、“上”或者“

不上”之间摇摆，计算着性价比。 读书真的没有用吗？任何

人都承认，一个人如果多读点书，提高素养，那么能力会有

一个质的飞跃。同样智力水平的人，也是“腹有诗书气自华

”。两个人从事同样工作时，成绩一样，一旦工作变得有挑

战性，读过书的人就会脱颖而出。读书依然有改变命运的力

量。当然，这种力量的显露需要机会，有的人也许得不到这

个机会，但不读书意味着机会来了，你都无力把握。 上世

纪80年代，“读书无用论”害了不少人，当分配制度日趋合

理，他们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精力去读过早放下的书本。

可以想见，今天的“读书无用论”也会造成恶果。老百姓算

经济账有自己的道理，甚至是苦衷。但教育投资是一生的投

资，不要被眼前的利或弊蒙蔽才好。 更多2009年高考信息请

访问：百考试题高考网（收藏本站） 百考试题高考论坛 百考

试题高考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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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