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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35年来，高考成本从4毛多到四五万元，涨了数万倍

谁助涨了高考成本？
升学考试变成全民消费

“70年代一本练习题，一
碗绿豆汤，花费不到5毛钱；80
年代买套好文具，花费10元；
9 0年代买复习资料，喝碗鸡
汤，花费350元；00年代请家
教、租宾馆，花费5000元；10年
代一对一补课、订营养餐，租
学区房花费四五万元……”

网友“天天秋天”担忧，高
考成本越来越高，考生越来越

娇贵，不知是进步还是退步。
网友指出，高考已经从

“一次升学考试”演变成全民
的消费，继而形成一个产业。
这个产业包括保健品、补脑
液、补习班、家教、营养餐、学
区房、高考移民代理、高考房甚
至考后的庆功宴和谢师宴等等，
还包括拿不上台面的，如大庙小
庙里的香、果，各路“大仙”开发

的各种吉祥物等一系列打着“高
考招牌”的“地下产业”。

当孩子的高考和家庭前
途，甚至和家族命运绑在一
起，考试和各种利益群体、社
会机构绑在一起，高考就“逼
得家长们像鲁迅笔下捐门槛
的祥林嫂，虽然备受搜刮，却
也心安理得，只要对孩子高考
有好处，再贵也值”。

又是一年高考季，网上一份“高考成本变迁路线图”

传火了。有网友算了一笔账，35年来，高考成本从最初4毛

6分钱到现在四五万元，涨了10万倍。这让各个时代的高

考“过来人”唏嘘不已。

4054名特殊考生

可获高考加分
本报济南 6月 7日讯 (记

者 杨凡 ) 7日，山东省教
育招生考试院公示2012年获
得加分资格的特殊考生名
单和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考生名单，4 0 0 0余名考生榜
上有名。

据了解，获得加分资格的
特殊考生共计4054名，包括竞
赛获奖者，省级优秀学生，归
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自谋

职业退役士兵，省级见义勇为
考生，回族、满族、蒙古族、朝
鲜族、维吾尔族考生等。

另外，山东省2012年同等
条件下优先录取考生58名，包
括驻边疆、岛屿现役军人子
女，因公牺牲军人子女，一级
至四级残疾军人的子女等。

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
站查询。

“可怕的高考”又来了
本 报 讯 据《 参 考 消

息》报道，外媒称，中国各地
的城市6月7日都将实行交通
分流、关闭网吧、禁止鸣笛，
以便全国9 0 0万名学生能集
中注意力参加高考。

英国《金融时报》称，英
国的A—L e v e l考试和美国
的 学 术 能 力 评 估 测 试
( SAT )也并非那么轻松，但
是上个月互联网上的一张
图片反映出中国的高考是
多么独一无二：湖北的学生
坐在堆满了各种各样的高
考书籍的桌前，每个学生都
在输液注射氨基酸，以帮助
他们度过高考前紧张的时
光。

虽然大多数学生不会
为了高考而打点滴，但有些
学生被迫剪头发 (以尽量使
自己不分散注意力)，女学生

有时会服用避孕药以避免
月经的烦恼。

报 道 称 ，不 仅 学 生 受
苦 ，教 师 的 生 活 也 十 分 痛
苦。河北省一名毕业班教师
无法忍受这样的作息：早晨
6点10分开始早锻炼，晚上的
课程到10点结束，学生每个
月休息一天，而老师要利用
这一天批改模拟试卷。这名
教师自杀了。

报道指出，很多人说这
种考试考的是耐力而不是
智力，没有人认为这是挑选
具有创造力的人才而不是
复制者的好办法。

中国正对高考制度进
行小规模改革，允许部分院
校不通过高考招收少量学
生，但是在有5 . 5万学生参加
高考的上海，只有不到2000

人能得到这样的机会。

格国外视角

▲7日，济南一考点外，考试结束后，陪考的家长翘首企盼早
一点看到自己的孩子。 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

格考讯速递

畸形的“高考投资”实际
上暴露出教育的不平衡，包括
学校之间的不平衡、受教育权
利的不平衡、地区教育的不
平衡等。宁夏社科院文化研
究所副所长牛学智说，在物
质投入的背后，家长遭受的

“精神折磨”更是无法量化。
家长普遍有一种“怕孩

子输在起跑线上”的心态，觉
得为孩子掏钱才能安心，“这
是一种盲目的焦虑”。上海市

妇女干部学校副教授、家庭
问题专家周美珍认为，某种程
度上，高考考的是家长的智慧
和定力，考的是孩子的心理素
质。一些推波助澜的商业炒
作，迎合家长的“口味”，使得
这种焦虑变得病态和扭曲。

高考对孩子固然重要，但
用钱就能堆出必胜的底气吗？
吴勤校长等认为，围绕高考的
合理投入是有必要的，但一定
要把握好度。并不是说你花的

钱越多，对孩子帮助就越大，
有时候可能适得其反。过分关
心往往会给孩子造成较大的
心理压力，容易出现紧张等情
绪，不利于孩子的发挥。

“高考只是一次考试，平
时怎么考，高考就怎么考，不
要刻意特殊化，这样不仅能降
低高考成本，减轻家长负担，
对孩子也有好处。”南昌市第
二中学高三毕业班班主任陶
学明说。 据新华社

畸形投资暴露教育不平衡

毛惠珍家住上海市徐汇
区高安路街道，她是上世纪
70、80年代和2012年一家三代
高考的见证者。她说，70年代，

“不敢给家里增加负担，最多
买 两 本 几 毛 钱 的 二 手 复 习
书”。到80年代，女儿考大学，
开销就增加了，每个月给5到
10元的零花钱，那时候的传统

是考上大学就奖励一块手表
或一辆自行车，这至少花掉家
庭一半的月收入。

今年，毛惠珍的外孙女要
高考，备考开销更让她唏嘘不
已，一对一补课，双休日4个小
时，每小时190元，营养上“顿顿
无鱼不欢，维生素、钙片也要
补，一个月伙食开销3000元左

右，算下来高三一年总共花了
约5万块。”毛惠珍庆幸的是，家
离学校不远，不用租学区房，否
则开销超过10万元很正常。

南昌市第二中学校长吴勤
告诉记者，高考成本有一些是
基本的，如报考费用等，但只占
到很小一部分，更多是被补课
费、营养费、住宿费等推高了。

补课费、营养费等推高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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