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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张榕博
实习生 李晓荷

留在山东高考，就做好了

后悔准备

6月7日上午，户籍在辽宁本溪的济
南高三考生林强强没有回头张望守在门
外的父母，大步走进济南七中的高考考
场。母亲贾颖舒了口气，再也不用为孩子
在哪高考而纠结了。

这一天的全国高考现场，有5 . 6万名
异地高考考生像林强强一样选择留在居
住地高考，但没人能预料到，选择在长久
以来以“竞争激烈”著称的山东考区考试
的外省户籍考生，多达9536人，占到此前
山东所有1 . 5万名外省户籍考生的六成。
这个怪现象，被诸多业内人士称做“高考
逆选择”。

很早之前，多位教育界人士一边倒
地认为，“山东异地高考对外省考生吸引
力并不大”，有济南的高中老师甚至放
言，“山东谁敢来？”

对于同一所高校对不同省份名额分
配后的录取分数差距几十分甚至上百分
的事实，林强强说，他并非学霸，不是故
意去忽视。他的一些外省户籍同学甚至
坦言，留在山东高考，已经做好了后悔的
准备。

“为什么回老家考试？那边的‘诱惑’
太大了。”在省实验中学就读的福建高三
考生张晓敏说，2013年，山东大学在福建
的本科一批出档线文科是580分、理科则
是596分。同一年山大在本省的录取线则
是文科620分、理科632分。

张晓敏解释说，在福建老家，经商氛
围浓厚，一个高中班级里只有一小部分
学习成绩优秀的人才会坚持到高考，高
考竞争度很低。像自己这般大的姑娘可

能已经出嫁。
3岁便随父母到山东生活的张晓敏

说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听不出一点家
乡口音。这些年中，她只回过一次老家。

然而，想获得高考公平之外的便利
需要付出更多代价。张晓敏想要回原籍
高考，条件很“苛刻”：不仅要尽早回去，
用更长的时间适应老家的教材和教学，
更关键的是，她得学会听懂家乡话。

其实，当年刚上高一时，张晓敏便开
始琢磨回老家高考的事。“父母四处打听
消息后给我一个选择：高二考试考得好
就回去，考不好就别回去了。”

虽然没看过福建的高考题型，但看
完教材后，张晓敏感觉“鸭梨山大”：“那
边的教材拿起来就感觉不舒服，编排思
路完全不适应，文科的背诵默写篇章都
不同，山东主要是考山东的一些名人文
章，出题都不是一个路子。”

想来想去，她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作为林强强的语文老师，济钢高级

中学高三语文老师陈志坤很理解这种心
情。他说，如果高三下半年回原籍参加高
考，办理学籍和插班就读，包括熟悉教材
等一系列程序，将会给本就处于紧张学
习状态的考生带来更多的麻烦，与其那
样，不如“省却麻烦”留下考试。

9536个在山东的异地高考生，还意
味着在高考招生名额仍停留在计划分配
时期的情况下，山东本地户籍考生将多
出这么多竞争者。

孩子才是父母留下来的信

心来源

“高考前一年，我们还不知道能不能
留在山东考试。”贾颖说，按照过去的高
考规定，户籍不在本地的考生只能回原
籍参加高考，儿子林强强正是这种情况。

作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来济南的打

拼一族，贾颖和丈夫不得不将生计问题
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因而忽视了儿子
的学习，林强强的学习在班里只能达到
中等水平，“基础不太好。”

学者李涛曾对一些地区的学生家庭
背景进行过调查，相较于公务员、专业技
术人员、企业员工及务农等社会职业，外
来务工阶层的子女，无论是学困率还是
厌学率，都明显高出很多，生活的动荡和
艰辛往往使得这个阶层对教育难以引起
重视。

一份媒体调查显示，2004年，按照出
乡务工三个月以上时间计算，进城农民
工人数达到了1 . 18亿，保守估计，改革开
放以来，在不同城市的务工人员超过了2
亿人，如今，这部分人的子女，大部分进
入了入学的适龄阶段。

尽管只有初中文化水平，在社会上
摸爬滚打的贾颖对文凭和学历并非完全
认可。在她眼中，现在的孩子尽管能上大
学，但并不意味着就有高能力、高素质，
她的依据是，自己开的小店曾雇过一所
知名大学的学生，未料，卖货所得的几百
块钱却被这个学生“拿”走了。

对于这个外来务工家庭而言，高考
的诱惑力已经被生活降到了最小，剩下
的就是一个留下来读书的理由。

在贾颖打拼的这二十多年中，全国数
以亿计的外地务工者经历了住房、医疗、
社保以及婚丧嫁娶等诸多不便，如今孩子
的问题不能再等。在北京，根据相关报道，
2008—2009学年，30073名非北京市户籍小
学毕业生中，只有24685人继续在北京读
初中；在上海，义务教育阶段已有40多万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他们很快就面临中高
考问题，如果问题不解决，这些孩子将有
很大部分回原籍所在地求学考试。

2012年9月，随着大量城市流动人口
和进城务工者在异地工作时间的推移，
其子女在流入地参加高考的问题日益迫

切。国务院办公厅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在
2012年12月31日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办
法。教育部部长甚至表示，城市应当为稳
定就业者子女就学负责。

2013年9月，山东出台异地高考政
策，随迁子女户籍限制被取消，贾颖和许
多外地户籍子女家长一样，心里的一块
石头落地了，当一些人还在为高考移民
而寻找关系和门路时，大部分没有能力
回原籍高考的异地考生，在为一个“昂
贵”的异地高考机会而高兴。

陈志坤说，对于孩子，他们或许才是
父母留下来的真正信心来源，因为他们已
经是山东人了。

“宿舍生活给我带来了太多的惊喜
和乐趣。”在一篇关于异地高考的小调查
中，性格内向的林强强写道，看到失去耐
心的母亲一再否认自己的能力，他有些
着急，于是“顶着压力”一点点提高成绩。
最终的结果是“母亲再也没提回东北念
高三的事”。

“这部分远离家乡的儿童长大以后，
面临着身份认同的重要选择，异地高考
只会让他们想起自己是异乡人。”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对齐鲁晚报
记者说。

对于异地高考这个说法，山师附中高
三数学老师孙萍印象最深的是安徽黄山
学生方艺那记响亮的回答：“让我回去，才
是异地高考。”这名初中才转学到山东的高
三考生，虽然面对山东的考试压力曾经把
手锤到骨折，但也从未想过回老家高考。

从小随在中铁十四局工作的父亲来
山东的江西高三考生林国鹏认为，语言、
风俗、朋友圈都在山东，自己就是个山东
人，“为啥要回江西高考？”

用储朝晖的话说，这是一种应对民
众需求的小小的改革，却是高考为了异
地考生让路。

（下转B02版）

在高考大省山东，异地高考政策带来的，是一个此前未曾预料又让人看
不懂的“高考逆选择”结果。一直以高考竞争激烈著称的山东，竟有着全国最
多的异地高考考生，约三分之二的异地生源考生，选择留在被称为高考“魔
鬼省份”的地方参加高考。

剖析异地高考考生和他们家庭异乡生存的样本，能够看到时代变化和
社会发展的印记。关注被高考移民倒逼而生的异地高考政策，其实伴生了一
种期待，一种渴求不仅限于教育领域内的，关于公平与民生改善、涉及改革
深水区命题的期待。

“小处入手，借此破局”，以象征性的开端，引发大批量、实质性改革进展
的例子，在以往改革开放三十几年间，屡见不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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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异地地高高考考，，不不止止于于一一场场考考试试
招生制度与户籍制度将面临新的考验

6月7日上午，一位家长在日照一中西校考点外等待参加高考的孩子。 本报记者 刘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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