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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xistence of students who choose to resum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Gaokao) gambling on a better result has 

long been a characteristic phenomenon in Chinese education. However, relevant educational policies generally inhibit 

this phenomenon, and these students also suffer from social discrimination. Based on solid fieldwork,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multiple factors have combined to shape the habitus of these students, and that they are vulnerable to difficulties in 

their efforts to break through their personal destiny and achieve class mobility. In such a situation, these students develop 

a distinctive identity. They perceive the value of higher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but often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heir 

studies due to limited educational resources, family and social limitations. The multiple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ir 

identity create a cycle of "unfairness", "inferiority" and "pride", which is both their motivation and their shack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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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庞大的高考复读群体是中国教育的特色现象。相关教育政策对复读学生总体上采取抑制措施，社会上也存在对

复读学生的成见和歧视。本文基于田野调查发现，多方因素共同塑造了复读生的惯习，复读生突破个人命运、

实现阶层流动的努力容易陷入困境。在这样的处境下，复读学生形成了特征明显的学习动力和身份认同。他们

洞察到高学历的价值，但受制于有限的教育资源、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在学业上往往遭遇困难。多方因素影响

使复读学生在身份认同上形成了以“不公平感”“自卑感”“自豪感”为关键词的循环，这样的矛盾既是他们的

动力，也是他们的枷锁。 

关键词：高考复读，动力，身份认同 

 

1. 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高考复读生是指已经参加过一轮高考，

但是由于不能如愿考上自己满意的学校或者其他原

因，又回到校园复习准备再次参加高考的学生。中国

高考的竞争非常激烈，高考复读成本很高。与这一具

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象形成对照的是，中国教育部于

2008 年起即禁止了国内的公办高中招收复读学生，使

复读生寻找学校的成本大为上升；同时，复读生在中

国社会的传统观念中易被视作“失败者”，还被指控

为侵占教育资源（Fan, 1998），复读生承受着隐形的

歧视，遭受社会制度结构的限制。尽管中国学界对高

考制度的研究已经汗牛充栋，关于高考复读生的研究

却仍较为贫乏，且方法和结论普遍较浅近，高考复读

生始终是受凝视的客体，被建构为需要帮扶的对象，

而缺乏复读生的主体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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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正是从此出发，试图重现复读生做出复读决

定过程，以回应以下经验中的现实问题：在社会制度

结构的限制下，高考复读生从哪些渠道获得学习动力

和社会支持？学生利用“复读”实现阶层流动的这一

社会行动是否、如何受惯习的限制，又是否能有突破，

有何种突破？高考复读生如何看待自己的往届生身

份？对这一符号的认同或不认同如何影响他们当前

与日后的生活与实践？ 

2. 文献简述 

目前对高考复读现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种视

角：对高考复读现状进行人口学描述（Zhao & Chen, 

2012）、分析作为理性人的复读生的复读选择（Chen，

2001；Yu，2008）、解读高考复读生的心理状态与压

力纾解途经（Li, 2016; Yu, 2008; Wu & Cui, 2019）、分

析高考复读现象对教育的影响。在最后一部分，已有

研究的观点较为分裂：部分文章对高考复读持负面态

度，认为复读生加剧了高考竞争，浪费了高中和大学

的资源，干扰中学的正常教学，复读生的心理状况也

令人担忧（Tian, 2007; Yang, 2005; Tang et al, 2004）；

另一部分学者则对复读群体抱有同情，认为高考复读

生在高考中处于弱势，应该被给予更为平等的竞争机

会（Fu & Wang, 2010）；更为辩证综合的看法则认为

高考复读现象既存在合理性，也存在局限（Wang & 

Tan, 2014）；复读生和应届生的同时存在产生了“政

策的公平悖论”，即复读生的存在造成了对在读生的

不公平，而政府关于高考复读的政策为了维护在读生

的公平又彰显出对复读生的不公平，解开这一悖论需

要教育机会的再分配（Huo, 2011）。 

高考复读生一方面在激烈的高考竞争中奋力寻

求自身命运的突围，另一方面又受到“政策的公平悖

论”制约；既被指破坏教育公平，又是教育资源短缺

和教育不平等的受害者。本文将聚焦这一矛盾，呈现

高考复读生在高考竞争中的行动能力及其制约。 

3. 研究方法 

本文资料主要来自研究者于 2021 年 3 月在贵州省

遵义市一个下属县级市的一所复读学校的田野调研。该

复读学校距离市区约 10 公里，95%的学生来自本地农村

户口占比 95%，初次高考没能上本科线的学生通常占据

70-80%。2021 年该校招收有高考复读学生 103 人，共有

在岗教师 11 人。在联系人的介绍下，笔者征得学校领导

和老师的同意后进入田野，在田野调查期间主要通过参

与观察法和半结构式访谈法收集资料，并就访谈内容将

用于学术写作一事征得他们的同意。笔者以全面性和典

型性作为访谈对象选择的原则，共访谈了 13 位复读学

生、5 位复读学校的任课教师、5 位之前在本市复读过的

学生，以及 2 位对本地复读教育较为了解的民办学校负

责人。 

需要注意的是，出于篇幅限制，本文并未采用调查

所得的全部资料，但写作的构思完全基于研究者的田野

观察与互动。在本文中仅采用了 7 位典型的受访在读复

读学生的访谈资料，其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研究所采用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年龄 首次高考年 选科 

包英 女 19 2020 理科英语 

柳洪 女 19 2020 文科英语 

温林 男 20 2020 理科英语 

何芬 女 19 2020 文科英语 

罗清 女 20 2020 理科英语 

张琪 女 19 2020 理科英语 

杨朋 男 21 2019 理科日语 

4. 僧多粥少：复读生的开局境况 

学生在复读的开局面对的就是一个竞争压力大、

教育资源缺乏的复读生市场。复读生主要面临三方面

的困境。第一是激烈的竞争。2020 年，贵州省高考报

名人数达到 47 万， 在这其中复读学生占据了近五分

之一，且这一比例在 2017-2020 年之间逐渐上升。复

读生数量与所占比例的情况如图 1 所示。 

 

图 1 贵州省 2017-2020 年高考全国统考报名人数与

往届生比例统计图（数据来源：贵州省招生考试

院） 

第二是公立学校过高的门槛。公立学校教学质量

普遍高于民办学校，但只有初次高考成绩较优秀的学

生才有机会进入公立高中。在教育部的禁令落实后，

更是只有有相关人脉资源的复读生能够进入公立学

校复读。同时，公立学校的在校教师被严禁参与民办

机构的招生和教学。“禁入”和“禁出”两道门槛，同

时阻止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外流。公办学校日渐加

高的围墙加剧了较为低分的复读学生寻找学校的困

难，成为他们面对的一大制度困境。 

第三则是民办机构高价低质。但复读的学费普遍

远高于普通高中的学费，且该数额根据上一次高考的

成绩浮动，分越低收费越高。当地许多学生选择复读

机构，不在意那些硬件设施、教学质量、以前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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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便宜就去哪里。但同时，民办学校的设施条件和

教学质量都远不能差强人意。在研究者针对田野点学

校全体学生的问卷调查中，只有 15.9%的学生对学校

的设施服务感到“满意”，对教学质量感到“满意”

的学生占比仅 28.0%。总之，学生在做出复读决定后，

面临的选择极为有限，他们自身突破命运的努力尝试

在一开始就进入了教育资源不平等分配的结构性枷

锁之中。 

5. 学生的学习动力与身份认同 

复读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还包含一定的运

气成分，是阶层流动的惊险一跃。本文正是在这一基

础上探究复读生的动力与认同。 

5.1. 对学历价值的洞察 

高学历对复读学生有很大吸引力。杨朋是理科日

语班的高五学生，按他的说法，高中三年“天天耍，

没有一天是学习的，刚来的时候连正负数都搞不懂”，

第一年高考后他大方承认，“以前不懂事，真的不懂

事。现在改邪归正了”。此时他开始觉得“无论如何还

是想读个本科”，“反正不管怎么说，一定要读书”，因

为“但凡有点文化，还是比那些没文化的好”。在复读

时，他已会主动向外界寻求关于学历价值的信息，对

于高学历的价值也越发笃信。 

学生对于低学历的抵触情绪也构成复读的基本

逻辑支持。张琪高三时常被老师指派各种任务，导致

没有时间和精力复习，初次高考没上本科线。张琪性

格柔顺，并不抱怨耽误了她学习的老师，然而在原来

高中的老师劝她去省内的一所大专读幼师专业时，她

却表现出了同尊重权威的性格截然相反的坚决态度，

觉得“他觉得我不行，就叫我去读幼师，我心里面非

常抵触”，让她去读大专是看不起她的能力，并就在

那时做出了复读的决定。 

综上，高学历的正面刺激和低学历的负面刺激，

作为拉力和推力共同构成了学生做出复读决定的动

机。正是对学历价值洞察的程度不同，将同一批落榜

学生中“接受现实”的学生和决定复读的学生区隔开

来。 

5.2. 与志向无法匹配的学习行为控制 

学生们对“高考改变命运”普遍有较高的认同度，

但这样的洞察未必能转化为他们的行动。客观上，学

校在对学生学习行为的规范化管理上并不严格。例如

规定 6点起床，但多数学生在 6:40 以后才陆续起床；

主观上，学生们在学习方法上普遍遇到瓶颈，对自身

的学习水平和状态没有清晰的定位与评估，许多学生

的基础知识并不扎实，对时间普遍缺少规划，虽然心

急如焚，却不知该如何突破。于是，控制自身的学习

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学生的自主选择与自我约束。

有些之前在公立学校就读的学生对学校管理不严多

有抱怨，“（这里）比公立高中差很多，那里教学水

平、管理都非常专业，这里相对来说就比较业余”（柳

洪）。复读学校的松懈管理为他们带来了困扰，觉得

失去外部过于严肃的约束，自己将很难集中所有精力

学习。“学习环境肯定没有那边好，人少的话学习氛

围就不一样，感觉没有气氛”（何芬）。学生们虽有高

考改变命运的意识和精神动力，但难以反映到具体的

行为控制上，这使他们的呈现出一种割裂的态度：一

边是“再来一次”、改变命运的孤注一掷，另一方面则

是无法匹配的管理制度和自我控制力。学生在很大程

度上并没有发挥出潜能，他们也难以意识到这种可能

性。 

5.3. 同时作为压力与动力的家庭 

复读生所承担的来自家庭的压力主要是由脱产

学习状态、家庭对学历的期待造成的使命感，以及初

次高考辜负期待的愧疚感造成的。但同时，家庭对复

读的支持也是这些学生的重要动力来源。 

许多学生还是坦诚复读对家庭造成了较大经济

压力。复读生落榜后，通常的观念会认为他/她“本

该”去务工赚钱，于是当谈到生活压力时，这种担忧

相当普遍：“你要对家庭（负责，作为）一个男人你

要支撑一个家，你不可能一直在读”（温林）。家长在

日常生活中也会不断给孩子灌输第二次高考的重要

性，这成了学生又一重沉重的心理压力。父母离异、

来自重组家庭的包英就表示，父亲经常向其灌输“以

后有没有出息，就靠这一次机会了”，这给她造成很

大困扰。如此例子还有许多。 

然而家庭的影响更多是正面的。绝大多数学生的

家长对于孩子复读决定都相当支持，学生也普遍对家

庭表现出明显的眷恋，很感激父母经济支持下的复读

机会。“我和我妈妈是小姐妹一样的。我妈妈她无条

件地支持我……但这其实也是种无形的压力，因为她

很看好我，不管我做什么决定她都非常支持……她是

我的动力。”（张琪）来自单亲家庭的学生甚至可以得

到离异父母双方共同的支持。包英找到现在的复读学

校，就是通过生身母亲的关系，复读时现在她则与父

亲的重组家庭同住。 

总之，复读学生往往背负着更高的家庭期待，但

来自家庭的经济和社会支持始终是复读学生学习动

力的重要来源。鼓舞和重担、感恩和逃离的矛盾交织，

家庭成了他们无法避免、必须面对的甜蜜的痛苦。 

5.4. 隐秘而迷茫的身份认同 

除了要直接面对学习的挑战和来自家庭的压力

以外，“复读生”这一身份标签对这些学生也有相当

的影响。一方面，多数学生仍然在意“复读生”的身

份。复读的学生与之前已经上大学的高中同学相处时，

总体上表现出疏远的态度。一直给研究者留下开朗自

信印象的杨朋，谈及这个话题却多次提到复读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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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没面子”，“说起来都不好意思了”。出于愧疚心

态，学生做出复读决定后，大多会向周围的人保密。

“复读生”这一身份被他们构建出了隐蔽性。 

另一方面，复读生对公平的感知是茫然而矛盾的。

他们往往意识不到结构性的限制，对于造成自身困境

的客观原因认知较为模糊，在讨论相关话题时，他们

常以茫然而模糊的态度开头，而最终导出自己也觉得

自相矛盾的不同结论。例如，研究者在日常聊天中曾

提到“为什么公立学校不让招复读生”的问题。杨朋

开始觉得“算是公平”，但经不住追问，转念又觉得

“没有道理”，力陈复读生应当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张琪先是笃定地同意公立学校不应招复读生，但又坦

诚复读生其实并没有占到优势，这种优势仅仅是应届

生想象出来的。罗清则明确感受到了这种对立的矛盾，

“既有同意，也有点不太同意”，既认为复读生“可以

促进应届生更努力地学习”，也指出公立学校的老师

对待复读生和应届生会有区别对待。柳洪对此愤愤不

平：“不公平，特别不公平，我没有选择的权利了。我

觉得应届生跟复读生就没什么区别。”但随后又似乎

承认了复读生身份低于应届生：“可能你就没有别人

那么优秀，即使最后结果是一样的，但大家就觉得都

是九年义务教育，你为什么要多来一年？” 

因此，往届学生在身份认同上，形成了“直觉的

不公平——自卑压抑不公平——高考英雄的自豪—

—得到外界认同的渴望”的循环。潜意识的自卑让他

们既认同又不认同选择面狭窄的处境，挑战命运的自

豪感又反过来压抑这种自卑。复读生身处这种循环之

中，往往容易陷入彷徨。即使他们出于自我保护而选

择不去想这方面的问题，呈现出茫然而矛盾的、漠不

关心的对公平的感知，也未曾设想相关制度制定背后

的逻辑；当需要直面这样的困境时，他们求助于相信

自己的能动性，认为靠复读也必然可以搏出一条出路，

高考制度的公平性和社会竞争的公平性值得信赖，而

未曾意识到自己正在以主观能动性同教育的结构性

困境作着斗争。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实地调研所获的大量资料的分析，

勾画出高考复读学生的心路历程，分析高考复读生的

学业动力与对“复读生”身份的认同方式，以及他们

的努力如何与制度限制相互拮抗。于是，本研究初步

回答了最初提出的问题： 

高考复读生的学习动力和社会支持主要来自对

阶层上升的可能性的预见与家庭、教师的支持与压力。

但是，学生的复读实践因受制于有限的学校选择、资

源与管理水平而难以越过成绩瓶颈，又负担着过重的

家庭期望。他们自以为有很大能动性空间，可以靠坚

持高考改变命运，但这一能动性空间其实早就被抑制

性的复读政策所形塑为他们的惯习。惯习无法与目标

匹配，个人意识只能带动有限的突围。高考复读生对

自身身份符号的看法则茫然而复杂，是一个“不公感

—自卑感—自豪感”的循环。他们直觉地感到不公，

却出于自卑而将其过度归因于自己。然而即使如此，

复读生们却仍然乐观地相信高考制度的公平性，认为

高考复读是坚定的决心的表现，更是使自己脱胎换骨、

心智成熟的机会。 

高考制度不支持复读，其本意是均衡分配高中教

育资源，为职业院校引流生源，培养技术性人才。然

而这一初衷后“只有一次机会”“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的逻辑，造成了社会对复读生的成见。然而，短期内，

高考复读现象不会消失，也不必消失。高考复读不是

“错误”的现象，缓解复读生困境的根本的方式，并

不是给学生的复读之路增设种种限制，而是减轻社会

对非本科学历的歧视和成见，为非本科院校的学生创

造更好的就业机会，提高这类院校的教学质量和吸引

力，真正让青少年的发展道路呈现尽量不偏不倚的多

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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