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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从一支钢笔到营养餐、补习班、学区房……恢复高考 30 多年

来，高考的“配套成本”与日俱增，再加上商家“煽风点火”，“高考经济”已然

向着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只是，这近 10 万倍的成本增加，真的物有

所值吗？

尽管学生们屡屡挑战极限、家长们也是倾其所有，但是这样的付出和努

力似乎并没有换来更加公平的教育机会。“上好学校难”导致家有考生，草木

皆兵，不过，这可乐坏了做教育培训的一帮人。只是，这些人给家长和考生

提供的，是缓解压力的灵丹妙药还是让自己赚得盆满钵满的大噱头呢？

■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杨颖 高洪艳 靳晓楠

我们的高考 我们的时代
“上世纪 70 年代，一本练习题、一碗绿豆汤，高考

花费 0.5 元；80 年代，考前买套好文具，花费 10 元；90

年 代 ，买 复 习 资 料 、喝 妈 妈 熬 的 鸡 汤 ，花 费 350 元 ；

2000 年代，请家教、租宾馆，高考花费 5000 元；2010 年

代 ，一 对 一 补 课 、订 营 养 餐 、租 学 区 房 ，花 费 4 万 元

……”对于家有考生或者亲身经历过高考的中国人来

讲，这份网上流传的“高考成本变迁示意图”一定勾起

了很多人或喜或悲的回忆。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随着镜头，我们看

到了时代的变化、社会的变迁，高考作为消费的概念，

渐渐萌芽，并且正在开枝散叶、发扬光大，最终形成一

个产业。

老王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考生，也是高考的受益者。至

今，回忆起当年为改变命运做出的努力，他仍然感慨良多。

“ 那 时 候 ，我 白 天 下 地 干 活 儿 ，晚 上 读 书 ，印 象 最 深 刻

的 就 是 陪 着 我 读 书 的 煤 油 灯 和 母 亲 用 攒 了 很 久 的 钱 给 我

买 的 一 支 钢 笔 。”老 王 说 ，对 于 那 代 人 来 说 ，考 上 大 学 才 能

改 变 命 运 ，所 以 ，大 家 的 学 习 劲 头 儿 都 很 足 。 虽 然 只 有 学

长 或 者 家 里 哥 哥 姐 姐 用 过 的 几 本 课 本、一 盏 煤 油 灯 和 一 支

钢 笔，但 那 种 想 用 知 识 改 变 命 运 的 渴 望 还 是 支 撑 着 他 考 上

了 理 想 的 大 学。

此后，高考制度逐渐成熟和完善。老王回忆道，在其后的

10 多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高考是不算消费的，正常读书，正

常考试。哪怕当时的高校录取率不到 20%，但 70 年代的考生及

其家长大多都淡定平和地对待这样一道人生岔道口，就像面对

人生中的其他路口一样，平淡无奇。哪怕“高考改变命运”喊了

很多年，也不像现在有这么多的花销，顶多也就是在饮食方面

比平时更注意一些。

点评：时移世易。如今，物质条件越来越好，学生的压力

却与日俱增。这其中，就有不少压力源自于高考隐性成本的

增加。

不 给 孩 子 吃“ 生 命 一 号 ”、订 营 养 套 餐 ，怕 他 身 体 不 够

格 ，输 在 比 赛 的 起 跑 线 上 ；不 给 孩 子 报 补 习 班 、请 家 教 ，怕

他 耽 误 学 习 ，被 勤 奋 的 同 学 抄 了 小 路 ；不 给 孩 子 调 个 好 学

校 、租 学 区 房 ，怕 他 没 有 好 环 境 ，接 受 不 到 最 优 质 的 教 育 。

这 样 七 七 八 八 算 下 来 ，现 在 ，培 养 一 个 大 学 生 ，首 先 要 过

“ 钱”这 一 关。

高 考 不 息 ，父 母 的 奋 斗 必 然 不 止 ，但 如 此 奋 斗 ，到 底

是 给 孩 子 创 造 了 便 利 ，还 是 增 加 了 负 担 ，需 要 父 母 们 好 好

思 考。

80 后小郑已经大学毕业 5 年了，但每每想起高中、高考，最

先念叨的，还是那些复习资料。

“我印象最深的是高三那年参考资料比课本还多。课间

去趟洗手间，回到座位的时候便会看到各科模拟试卷‘像雪花

一样飘下来’，盖在课桌上厚厚好几层。学校里老师发试卷，

家里还有父母给买考前辅导书呢。”小郑笑言，“哪里做得过来

啊，很多书都是全新着压了箱底，或者送给了表弟表妹或者父

母同事的孩子。”

小郑说，那时候，每个中学门口总有一两家文具店、书店，

生意好的不得了，考试用的 2B 铅笔、特制尺子等商品经常断

货。不过，最让他记忆深刻的还是一家叫席殊的书店。本来，

这家书店走得是小资文艺范儿，里面有小郑喜欢的散文、小说、

漫画书。可是有一次，老板抱怨说生意总是不温不火，很少有

学生顾上看那些书了，所以决定引进点“应景书”。

老板所说的“应景书”，便是被小郑“鄙视”和“抛弃”的高考

复习资料。可没想到，书店的生意借此越来越火，最后几乎是

专营教辅书籍了。老板尝到了甜头，摸清了门道，还在其他学

校附近开了分店。

点评：到底是为了做题而学习，还是要学会做题，这是个看

似不矛盾，但其实很纠结的话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让孩子掌握知识，懂得学以致

用，但由于最终考核你成绩的是几张考卷，所以，研究这些考卷

成为不少人的事业，也带动了一条产业链的发展。

每当高考临近时，总有专家说做完这些参考书就能抓住考

点、重点，不管你信不信，很多家长是信了。不管成本有多高，

家长们该“淘”的书都“淘”了。只是，买到参考资料不过是让自

己安心罢了，能否达到效果，还要看孩子能否找到学习的方法，

否则，本末倒置，得不偿失。

菲菲是地地道道的 90 后，相对于很多同龄人来说，她的高

中时光过得十分惬意，原因是她的父母比较开明，没有刻意要

求她学业上的成绩。但她的同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有一次，我的好朋友跟我抱怨她的课余时间全都奉献给

了高考培训班，基本上是刚下课就上课。而且每天都要喝一堆

补充脑力的营养品，也不知道靠不靠谱。”菲菲说，她的不少同

学都有过补习的经历，甚至有些同学的父母为了孩子上哪所培

训班意见不合闹别扭。

菲菲提到，她刚上高中的时候看过一部韩国电视剧叫《追

赶江南妈妈》，讲的就是父母望子成龙的故事。“后来，我眼看

着身边同学的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习算盘打得贼响，很多父母

高价聘请老师到家里教学，对自己的孩子进行一对一辅导。”菲

菲说。

“在那种情形下，我的父母也开始有些着急了，跟我商量需

不需要补习，怕他们的‘疏忽’导致我输在高考的起跑线上。为

了慰藉父母，也为了试试看是否真那么神奇有效，我也报了一

个英语补习班。不过，我觉得自己英语成绩提高，还是因为喜

欢学、想要学。”菲菲说。

点评：现在，多数家长已经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摩拳擦掌

“盯”高考。为了帮助孩子们提高成绩，很多家长都给孩子开了

课外“小灶”。

于是，各种帮助高中生提高成绩的培训机构应运而生，发

展前景也十分乐观。只是，如果这些机构不过是学校外一个集

中写作业的地方、不过是把优秀的老师召集起来为孩子们批作

业，相信，也难以长久存在下去。现在，我们的教育机构已经在

思考孩子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并在不断探索最优的教育方案，

家长们也在动着让孩子去国外接受教育的心思，培训机构如果

不能跟上形势，最终也将被淘汰。

煤油灯“熏”出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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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着“知识改变命运”的 70 后、80 后唱着“再

也不能这样活”，挤过了高考独木桥，轮到 90 后显

神通的时候，“独木桥”变成了“大板桥”。可是，

高考录取率在由不到 4%上升到 70%以上的同时，

家有考生，草木皆兵，高考焦虑症已经成为一种

迅速蔓延的社会病，“再也不能这样学”成为缓解

这一病症的心理安慰剂。

那要怎样学？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告诉记者，“名校独木桥”已经催生出了一个

巨大的教育培训产业。作为民办教育的一部分、

学校教育的重要补充，该产业实际上已经有大约

3000 亿元的产值。

不 能 回 避 的 是“ 应 试 ”的 初 衷 。“ 我 们 国 家

的 教 育 培 训 更 多 是 针 对 应 试 教 育 体 系 而 言

的。”熊丙奇说，由于升学考试贯穿整个教育过

程，招 生 模 式 对 培 训 行 业 产 生 了 一 些 影 响，培

训也更倾向于帮助考生提高分数、提升考场竞

争力。

北京英才苑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张

立群告诉记者，现在最火爆的高考培训课程是课

后补习班（小班、一对一），自主命题考试培训、艺

考培训等都是应不同的招生模式发展起来的，颇

受家长和考生欢迎。

张立群介绍说，在大城市，学生的课后补习

班早已常态化，家长在这方面每个月的投入少则

两三千元，多则上万元。在校外辅导机构里面，

名师一对一的收费有的甚至高达 600 元/小时至

800 元/小时。

“花这么多钱，都是为了‘考分’这个命根！”

张立群说。

不过，难就难在如何让家长觉得这笔钱花得

值。对此，各类培训机构真是费了一番心思。张

立群告诉记者，在国内各大培训机构纷纷上马各

类辅导班的同时，他们公司另辟蹊径，客户全部

是学校，主要帮助其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满足

各地高中对国内名校内部试题的需求。通过签

订资源互换协议，收集全国的名校试题，整合之

后，通过邮寄提供给全国各地的客户。二是针对

“小综合”等高考改革思路和命题，邀请高考专家

为各省市一线教师解惑答疑。公司成立 7 年来，

已经在全国累计举办了 246 场培训。

目前，高考培训产业确实在向多元化发展。

张立群预计，随着家长和考生对在线学习的认识

不断深入，在线视频辅导会占据更多的市场份

额。国外已经有人把大学课程移植到互联网上，

实现公立学校的教育功能。

不过，一位曾经供职于学大教育机构的职业

经理人告诉记者，高考培训有其特殊性，就高考

培训而言，最有效果的依然是“一对一”的个性化

教育。目前的网络教育还不支持互动功能，不能

对每个学生进行准确诊断和提供有针对性的服

务。尤其是“两三”（初三、高三）学员，需求比较

明确，需要在短期内提高成绩，要求能提供有针

对性的知识点培训。目前，网络教育只能提供固

定的培训内容，不能自动识别单个学生的问题。

因此，就现在来看，网路教育还不能替代面对面

教学。短期内的考试培训还是以面授为主、网络

为辅。

张立群也没有否认在线教育发展存在的问

题，比如家长对网络学习不认可、在线教育互动

性相对较差、需要学生有很强的自制力等。

对于教育培训行业存在的问题，业界人士给

予了分析。上述职业经理人表示，很多高考培训

机构都在高速扩张，给机构人员、财务等各方面

带来挑战。培训机构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制造企

业，无法通过标准化、流程化解决规模扩展的问

题。培训是“批发”模式，一次订购多次课程，生

产（教师授课）和销售（学生学习）同时进行。这

种特殊产供销模式决定了培训机构内部管理的

复杂性。

熊丙奇还指出，现在，很多教育培训机构既

像企业又像学校，同时既非企业又非学校，因此

处于一个规范监管的灰色地带，从而会产生从业

人员水平不高、教育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甚至欺

诈等问题。

当有家长在高考培训机构为孩子预存 50 万元学费的时候，在一个偏

远山村的教室里，高三的孩子们正在啃着大饼充饥。

这就是中国教育资源不均等的现状。扎眼，但不容回避。

当“上学难”逐渐成为历史的时候，“上好学校难”成为家长心中的

痛。为了能有一个好小学、好初中，学区房、奥赛班成为家长们趋之若鹜

的对象。而为了能上一个好高中、好大学，在高考培训机构一掷千金已

不再是一件新鲜事。

教育产业化背景下，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依旧只有 8.9%，

望子成龙的父母们催生了市值数十亿元的“学大”和“学而思”们。但是，

这种依靠大量金钱换来的竞争优势并不是每一个家庭都能承担得起

的。这就产生了不公平。

这种繁荣背后的不公平是阻碍我们整个民族发展的绊脚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人生公平的起点。因此，完善教育保

障，提供尽可能公平、均等的教育政策和资源，既有利于提高民族素质、

增强落后地区群体的竞争力，也有利于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在传统中

国社会，教育体制承载阶层流动的职能。但在教育体制改革、教育产业

化程度不断深化的今天，通过接受教育来改变命运的通道日趋狭窄，中

国社会阶层固化趋势逐渐加速。因此，解决教育不公问题是事关整个国

家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

教育不公的根基在于社会基础环境不公。城市和发达地区集中了

大多数优质教育资源，农村和边缘贫困地区的学校却因生源问题难以为

继。即便在同一城市，不同学校占有资源也存在巨大差距。学校之间地

位不平等，直接导致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不平等。

在市场化的条件下，优质教育资源的集中虽然是市场的选择，但教

育是一个兼具市场与公益双重属性的行业，不能够因为市场的选择而放

弃公民平等受教育的权利。

政府应当利用政策的倾斜，加快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建设，平衡城

市与农村的教育资源，消除学校的“等级”，促进教师资源的流动，确立更

多促进教育公平的机制。我们甚至可以效仿 MIT、耶鲁等名校的公开

课，由政府牵头开展全国范围内的高中名校公开课计划，利用网络和廉

价移动设备让边远山区的孩子们也有机会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从而消

弭横亘在中国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鸿沟。

上“班”入“网”

高考培训向多元化发展
教育产业：繁荣背后的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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