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结束了，一些估分后

认为自己没有上大学的希望

或者没有考上心目中理想大

学的考生很多选择了复读。 选

择复读就要面对更激烈的竞

争， 承受比高三时更大的压

力。 近日，记者采访了几位曾

经的复读生，他们对记者讲述

了复读生活的酸甜苦辣。

张国伟

2001

年第一次高

考成绩只过了专科线，复读一

年后考上了一所师范学院本

科。 他描述的复读生活是“苦

并快乐着”。“我高一、高二没

好好学习， 到高三才觉悟，所

以首次高考成绩不好，但我认

为我成绩上升的空间还很大，

如果坚持复习一年效果可能

会很明显。 ”张国伟说，“复读

的生活紧张而又枯燥，那一年

我很多时候都坚持不住了。 复

读刚开始， 就是大密度的考

试、做练习，每天的学习时间

至少在

15

个小时以上， 同时

还要调整好自己波动起伏的

心态，现在回过头想想，那段

日子真是心力交瘁啊！ ”

专家建议：复读前一定要

做好“吃苦”准备。 同时心理承

受力要强，心理素质差的考生

还是趁早放弃复读的念头。

如果说苦一点儿，能收获

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那也是

值得的。 但复读后事与愿违的

情况不在少数，有些人甚至复

读好几年也不能如愿。 田华一

心要上一所名牌大学，复读了

三年，最后也未能如愿。 田华

告诉记者，她之所以失败是因

为心理素质太差，她有考试恐

惧症， 每次都和一本擦肩而

过，坚持了三年后最终无奈地

选择了河南师范大学。 她说她

上大学时原来的同学都要升

入大四了， 有的已经准备考

研，有的已准备找工作了。 现

在回头想想，她觉得自己耽误

了很多时间，现在她的年龄都

已经是问题了。 她现在只能劝

慰自己在大学里多学点知识

多努力，将来毕业了能找个满

意的工作。

专家建议：考生如果选择

复读，就要把复读一年的变数

考虑进去。 不能简单地把复读

当成知识水平的累积，不是多

读一年分数就一定上涨，更不

是分数上涨了，走的院校就一

定比上一年更理想。 复读付出

未必一定有理想回报。

虽然分数还未公布，但一

些预估成绩不好的考生已经

有了复读的打算。 与此同时，

各类民办复读学校的招生广

告也频繁出现在学校附近和

各大媒体上。 选择一所好的复

读学校是复读成功的重要因

素之一，那么，家长和考生在

选择学校时应该注意哪些方

面呢

?

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外国

语中学的老师毕辉。

毕辉认为复读学校的选

择应从四方面来衡量：首先要

查看该学校是否有教育部门

颁发的《社会力量办学许可

证》。 因为每年我市都有大约

30%

左右的考生落榜， 落榜生

中又有相当数量的人选择复

读。 因此，面对这个巨大的市

场， 各种复读学校应运而生，

质量难免良莠不齐，不合法的

复读学校质量很难有保证。

其次要比较师资力量。 毕

辉告诉记者，有些复读学校的

广告水分很大，广告里的特级

教师也许只是高级教师。 同时

毕辉提醒考生和家长，要了解

所选学校任课教师的任职情

况。 有的老师在自己任职的学

校里对学生认真负责，在兼职

的学校里就马马虎虎，更有甚

者身兼多职，整天就像是演员

在“赶场”，根本没有精力来认

真对待每一个听课的学生。 所

以，考生和家长应尽量选择那

些教学成绩好、负责任的老师

和学校。

第三要考察复读学校在

社会上的口碑。 在咨询的过程

中，家长可以通过学校往年的

教学成绩，如学生复读前后高

考成绩的对比，达到普通本科

和重点本科线的人数，在培养

复读生方面有多少年的辅导

经验等。 通常成绩比较好的学

校一般都会将历年复读生的

考试情况整理成小册，让前来

咨询的家长和学生查阅。 家长

和考生可以通过这些信息的

了解， 对各种复读学校的教学

质量心中有数。

毕辉强调，家长最好能亲

自考察学校的规模，看学校的

教学设备和管理水平究竟如

何，这对学生的学习质量也有

相当大的影响。

随着高考预估分数线的

出炉，一些在今年高考中发挥

不是很好的考生已经开始琢

磨复读事宜。考生们为了前程

以及一个更好的起点选择复

读无可厚非，但复读毕竟是一

个更加艰辛的重复劳动，考生

能否做好心理准备事关来年

高考的成败。 对此，市外国语

中学的老师戴晓平建议考生

选择复读要慎重。

戴晓平说，往年选择复读

的学生有考得很好的，也有成

绩没有什么长进的。 究其原

因， 除了个人的潜力问题，心

态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他

2007

年教过的学生文文就属

于心态好最终成绩大飞跃的

类型。 在

2006

年高考中文文

属于专科都走不了的考生，她

复读后心态特别好，学习认真

努力，第二年很轻松地上了一

所一本院校。 “即使这样我

认为她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

挥出来， 如果调节得更好，

她应该可以走一所更好的院

校。” 戴晓平说。

除了像文文这样因复读

而改变命运轨迹的考生，还有

一些考生并没有如此幸运。一

位考生家长对记者说，她女儿

因为心态不好今年已经是第

三次参加高考了。现在这位家

长对于女儿这次是成功还是

失败已经感到有些麻木。

戴晓平建议考生选择复

读时一定要根据自身情况，认

真考虑自己的成绩是否还有

上升的空间。如果选择复读则

一定要注意以下几方面：首

先，最好不要插班。 应届生的

想法以及复习节奏和复读生

不同，复读生对很多知识都已

熟悉，但是应届生的高三复习

却要从头再来，两者混在一起

学习会比较被动，心态也容易

受影响。 第二，考生一定要坚

定信念。复读生基本上从

7

月

份就开始上课了，而高考录取

工作则要到

10

月份才能结

束。 考生如果不能去除杂念，

而是一边复习一边想着如何

补报志愿，复习效果肯定不会

好。 第三，考生不要给自己太

大的压力。复读时要找准自己

之前在学习上的缺陷，并努力

改进。 至于来年的结果，复读

的时候最好不要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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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爽 够辣 够味

复读，心态是关键
晨报记者 张凯培

复读，择校要谨慎
晨报记者 李潇潇

高考已经结束， 随之

而来的是估分 、 填报志

愿、 成绩揭晓。 伴随着几

家欢喜几家愁的局面， 两

条路横在了失利的考生面

前： 是复读， 还是就读一

所自己并不喜欢的院校？

“考后感觉不是很理

想， 估分的结果也让我很

失望。 ”今年参加高考的小

陈说， 高考失利让她很有

压力， 不过在成绩公布之

前她还是给自己留有希

望。“真不想走复读这条

路。 学姐们都说只要能走

个差不多的院校就不要复

读。 耽误一年的时间不说，

下一年的成绩也无法预料。 ”

小陈说， 学校里每年都会

有很多考生因为考试失利

不甘心而选择复读， 但她

并不想复读。“心理压力太

大，怕自己复读时会扛不住。 ”

“我考得不是很好，但

上个二本院校应该不成问

题。 只要能拿到二本院校

的录取通知书， 我就不复

读。 ”接受采访时，小张乐

观地告诉记者。“现在的用

人单位都是以能力为主，

学历只是个敲门砖。 就算

学历很好，如果没有足够的

能力，也一样得不到用人单

位的青睐。”小张说，他的表

姐毕业于邻市一所师范院

校，但表姐能力很强，工作

不到一年，业绩就超过了身

边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事，

很受领导的重视。“我不会

因为一点小遗憾就选择复

读这条路的。 ”

考后失利，究竟是复读

还是另寻他路， 采访中，很

多考生都对此表示困惑。他

们觉得， 不复读不甘心，复

读一年的高考结果又是未

知数，于是在复读与否的问

题上， 左右为难。

6

月

17

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外国

语中学的高三年级主任吴

付山，针对失利的考生在这

个阶段对复读摇摆不定的

心情，吴付山说：“从今年考

生的状态来看，很多考生都

是只要过了本科就不选择

复读， 毕竟再参加高考，结

果如何还是未知。我建议考

生等到成绩揭晓后再作决

定， 根据自身情况慎重对待。

今年能走的还是尽量走，实在

不理想的打算复读也要考虑

清楚，不要一时冲动。 ”

复读生谈复读得失
晨报见习记者 郭坤

复读，爱你不容易

复读，男女生心态不同
每年高考后， 总有不

少考生因为考试成绩不理

想而选择复读， 以期来年

考个好学校。 近年来，选择

复读的考生越来越多，许

多考生都义无反顾地加入

复读大军， 其中还不乏已

上重点线且被某些院校录

取的考生。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

在这支大军中， 对于高考

复读， 男生和女生有着不

太相同的态度。 在复读的

男生中，多存在两种极端，

一种学习较为优异， 只不

过是高考时发挥失常致使

成绩不理想， 或是成绩不

错但因报志愿时失误而造

成与理想学校失之交臂；

另一种则是学习较差，大

多是在家长的强烈要求下

被迫复读。 相比之下，大部

分女生则在高考后选择了

“能走就走， 有学校上就

行”， 只有部分学习踏实、

态度坚决的女生选择复

读。

去年经过复读考上华

中科技大学的张运强告诉

记者， 考生在复读的一年

中， 需要承受来自各方的

巨大压力， 还要忍受自己

内心的波动和折磨， 如果

没有一定的毅力和心理承

受力，很难支撑下来。 相比

之下， 男生的心理承受力

要好一些， 所以不少男生

会选择再读一年， 而很多

女生则会选择退缩， 有考

上的学校就会去上。 张运

强说， 他们班有一位复读

了两年的女生， 性格很执

著，学习也很用功，每天都

是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可

一到高考就会因为心理原

因发挥失常。 读了三年高

三， 结果高考成绩一次不

如一次， 最后走的学校还

不如头一年考上的好。

考生朱琴雅笑着对记

者说：“我绝对不会复读

了， 我可不想出来成了老

太婆。 ”原来，在初三时因

中考不理想她复读了一

年，结果后来发现，本来就

晚上一年学的自己比同伴

要大两三岁， 这让她很不

自在，若是再复读，毕业后

会比同学年长好几岁，“我

不想因为复读而浪费青

春，有学校上就可以了，可

以选择以后考研。 ”朱琴雅

说。 她的这种说法， 与许

多不愿复读的女生们不谋

而合。 “心理因素以及对

年龄的敏感度是造成男女

生面对复读有着不同心态

的主要原因。” 朱琴雅说。

晨报记者 侯韶莹

晨报记者 陈海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