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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解决哺乳期奶少，堵奶，乳腺管
不通畅，清水奶，大小乳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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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何从大学退学复读
重来不易，有人如愿，有人接受“宿命”

小林从南开大学退学进入
复读学校的时候，已经 20岁，她
之前的同学都升入了大三开始
为毕业做打算，她又重新捡起了
高中的科目。三年前让她感到头
疼的题目，并没有因为“重来一
次”变得容易。

像小林这样从大学退学复
读“重启”的情况并非个例。在以
往媒体报道中，国内一些高校退
学公告中，明确将个别学生退学
的“个人原因”注解为“想退学重
新参加高考”。2019 年，为学医
从浙江大学化学系退学的硕士
生张韫喆重新高考，拿到了山东
中医药大学中医养生专业的录
取通知书；因不喜欢所读专业从
清华大学退学的本科生王宇航，
2020年再次高考以 699分的成
绩获得襄阳市理科第二名……

“从大学退学复读是一种怎
样的体验？”这是知乎上的一个
讨论话题，至今已有 1.3万人关
注，1617个帖子分享，1635万次
浏览。互联网的犄角旮旯里，几
乎每天都有人在就退学复读的
问题咨询求助，也有人在分享自
己再度高考的经验心得。对于这
一现象，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
储朝晖表示，大学应该依据“以
学生为中心”这样一个大的方向
和原则，改进各方面的工作，不
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评价体系。

高考存遗憾
入学一年后决心复读

来自广西的刘丽丽在 2021
年参加了第一次高考，这一年她
考了 563分（文科）。对她来说，
这是一次失利的结果，但作为家
中第一个考上重本的孩子，家人
认为这已经是顶好的成绩，“复
读”是一个根本不该被纳入考量
的选项。

进入湖南工商大学工商管
理专业后，刘丽丽还是会反复翻
看各个“顶尖大学”那一年份的
录取分数线，“我会设想如果我
当时再考好一点，如果我是这些
学校的学生就好了。”高考的失
利与遗憾共同筑起了一座围城，
刘丽丽花了半年的时间，还是没
能找到出口。

2022 年 3 月 21 日，这一日
期，刘丽丽现在还记得很清晰。
那一天，她终于下定决心打算退
学复读，参加2023年高考。

“我把华东师范大学的英语
专业作为了自己第二次高考的
目标，那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
的。”刘丽丽这样说道。

2022年6月，决定退学复读
后的某个夜晚，在湖南第一师范
学院就读的申妍芝给父母发了
一条接近 5000 字的信息，里面
详细记录着她上大学一年多来
内心的挣扎。

长达一年的内心挣扎，用申
妍芝的话说就是“对现状不满”。
而她也清晰地知道，这种不满与
落差的直接来源是对一年前高
考结果的遗憾。

2021 年，申妍芝作为历史
类考生在户籍所在地湖南参加
了高考，并以 565分的成绩考入
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汉语言文
学专业。“高三后期因为一些人
际关系导致自己成绩起伏较大，
自信心不足，所以最后的成绩不
理想。”但由于担心再度高考面
临的风险，申妍芝没有直接选择
复读，以“能勉强接受”的心态进

入了大学。
“接受”和“适应”贯穿了申

妍芝整个大一学年。但对学历与
未来的焦虑还是消解了许多当
下生活的意义，充实的课业与社
团活动之余，申妍芝总是被一种
强烈的“无意义感”裹挟着，“参
加的很多活动，我都觉得没有什
么意义。虽然整个学校学习和生
活的环境很好，但我也很清楚，
它不能提供一个更高更好的平
台。”

实际上，许多学生会寄希望
于“考研逆袭”来填补自己对高
考的遗憾，申妍芝也不例外。大
学开学不久，申妍芝就给自己定
下了考研到 985、211 院校的目

标，但大一学年的末尾，申妍芝
慢慢意识到，“如果我的大学生
活总是被埋在高考失利的阴影
里，然后想通过考研这样孤注一
掷的方式去改变它，那这样整个
大学生活未免太扭曲了。”

2022 年高考季的来临，带
来了转变的契机。申妍芝一直密
切关注着高考的动向，“我意识
到自己还是没放下”。随之而来
的，是一个在几天里疯狂生长的
念头：“为什么我不能重来一次，
再花一年的时间去给自己一个
更好的平台？”

细致评估自己每一科的能
力水平后，申妍芝愈发坚定了退
学复读的想法。发给父母 5000
余字的信息里，除了自己的挣扎
和想法，她还清晰陈述自己对风
险的设想：“我把这一切都摆到
明面上说了，但我也跟他们说，

‘怎么着也不会再比 2021 年更
差了。’”

最终，申妍芝选择以退学复
读的方式与第一年高考的结果
和解，也与自己和解，这也映照
着一大部分退学复读学生作出
决定的缘由——填补过去高考
的遗憾，满足自我对更高层次大
学的渴望。

从名校退学的学生
期待与现实有落差

据此前媒体报道，2018年，
王宇航以 697 分考入了清华大
学，因就读的自动化专业与预期
不同，就读一年后，王宇航在父
母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办了退
学手续。但王宇航告诉记者，“我
对第二次高考考上清北，很有信
心。”2020 年，王宇航以襄阳理
科第二名的高分再次考入清华

大学，如愿选了计算机软件相关
专业。

2019 年，为学医从浙江大
学化学系退学的硕士生张韫喆，
重新参加高考后，拿到了山东中
医药大学中医养生专业的录取
通知书。据他本人称，当年学化
学是阴差阳错，虽然家人坚决反
对退学，但学医是他一直以来的
梦想。

对于这些从知名院校退学
的学子，似乎很难从“寻求更高
层次学历”的角度来解读。

2021 年，在南开大学的第
二个学年，小林因为成绩和专业
问题，心理状况急转直下，“上课
的时候感觉一个字都看不懂，只

能感觉到焦虑，甚至有时候会有
弃考和轻生的念头。”

2020 年贵州省高考，作为
理科生的小林考了 651分，由于
对统计学感兴趣，她在综合考虑
后选择了南开大学理科试验班，
理科试验班为大类招生，核心课
程除了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还
包括大学物理和c语言等课程。

“我完全无法适应每天花费
大量时间完成作业、课后需要自
学、周末助教补课等等快速的学
习节奏。”小林说道。与此同时，
由于课程难度大，大一的学习生
活让她感到心力交瘁。大类分流
分入物理学院后，小林称自己更
加跟不上课程的节奏。

绩点、竞赛、朋辈之间的竞
争压力一点点作用到小林的身
上，激化着她的焦虑。但在她反
复用“糟糕”来形容自己的同时，
周围人对她的期待却只增不减，
也许是由于自己曾经属于高考
中“优胜”的那一批人，也许仅仅
是因为名校的头衔。“外界的压
力先给到了我的父母，然后他们
又进一步带给了我。”

“我想过转专业，但达不到
转专业的要求，就只能继续读物
理。”即将步入大三，周围人都开
始为未来打算的时候，小林不仅
看不清自己未来职业的方向，还
面临着可能会延毕（延迟毕业）
的风险。当眼前的路似乎不再能
走通，退学复读，对小林而言，不
过是“以退为进”。

“大三开学的时候，我决定
退学，然后在贵州遵义找了一所
复读学校。”2022年9月，小林向
辅导员递交了退学申请，从天津
回到了贵州遵义。两年前，她从
这里参加高考，考上了南开；两
年后，她又回到了这个最初的起
始点，准备再过一次“独木桥”。

贵州的小明（化名）在应届
高中学校读书时，曾考过当地文
科第一名，高三也长期保持全校
第一，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那
时候他查阅相关信息后，就选定
了自己的目标大学——上海财
经大学。但是高考失利，他到西
南财经大学学完大一课程后，内
心依旧放不下，学业压力大、自
己生活没有斗志和动力、不喜欢
室友等。“我逐渐感受到，接着在
这里读书，以后考研这条路不适
合我，走不通。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心里就有了一个想法：退学复
读。”小明称。

小明在一天夜里反复考量
到凌晨 5点，觉得自己可以承担

退学复读的风险和压力。那天，
他鼓起勇气给母亲打电话说起
自己想复读的想法，刚开始父母
都不同意，最后父亲对他说：“你
第二年考个二本就可以了。”
2019 年夏天，小明还是选择了
退学复读。

重新调回备战时钟
能否让考试更容易

收拾行李回家的那晚，刘丽
丽躺在床上，不断在脑海中就已
经做出的选择自我诘问，她看不
清退学之后自己将会面对怎样
的境遇。

复读的第一天，刘丽丽需要
一改之前一年多的生活习惯，早
上 6点起床，重新调回备战高考
的时钟。刘丽丽告诉记者，这是
她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产生后
悔的念头，“之前大学一年都过
得比较轻松，又回到了一个很紧
张的环境，有一点‘怀疑’人生，
后面就没有过了。”这些动摇的
瞬间，往往只出现在复读过程中
的某一刻，稍纵即逝。但整个复
读的过程，是一个完整的切面，
还揉杂着数不清的情绪与感受。

刘丽丽说，这是一段很沉寂
的时间。在她复读的班上，大多
都是同年高考失利的学生，从大
学退学回来的，只她一个。复读
的一整年，刘丽丽很少主动和身
边的同学交朋友，“我不在意他
们怎么看待我。这一年让我学会
的可能更多是和自己相处。”

小林进入复读学校的时候，
已经 20岁，和她同年龄段的同
学都升入了大三。当同龄人都开
始为毕业做打算的时候，小林又
重新捡起了高中应试的科目，三
年前让她感到头疼的题目，并没

有因为“重来一次”变得容易，
“从大学到高中的状态调整没有
想象中困难，但生物和化学我原
本就不擅长，过了两年基本都忘
光了。最后这两科的问题基本到
了高考也没有改善。”

“刚开始复读的时候，内心
很压抑，跟朋友打电话倾诉的时
候总是会哭。”小林告诉记者，自
己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于对父
母的愧疚感，“我浪费了他们的
精力和金钱，之前大学糟糕的成
绩让我觉得自己已经成了一个
罪人。”

至于备考的状况，有 4位受
访者都认为与第一年高考无异。
但退学复读，绝不仅仅只意味着
将之前走过的路再走一遍，从某
种层面上来说，退学复读就是意
义本身。

退学复读现象背后
不仅只关乎个人选择

申妍芝通过又一整年的努
力，最终也没有考上她梦寐以求
的 985、211。申妍芝坦言，今年
看到高考成绩后，有想过再来一
年，但最终决定仔细挑选自己喜
欢的学校和专业就读，那是一个
新的领域，她也愿意接受这个新
的挑战。因为这一年还让她明
白，自己应该适时从高考的思维
中“跳”出来。

小明也已经成为上海财经
大学的大学生。刘丽丽则如愿考
上了华东师范大学，但她说退学
带给她的，是重头来过的勇气。

小林今年考了 638分，她告
诉记者，她高中的成绩大致也就
在这个分段，当年超常发挥“够”
上了南开，今年的成绩倒让她有
一种“宿命感”。相较第一年优先
择校，这一次她会优先考虑专业
难度和未来就业方向，“不管怎
么说，之后我会更认真规划自己
的大学生活，除了好好学习专业
课，也会积极参加一些比赛。”

而对于当下一些大学生退
学复读的现象，中国教育科学院
研究员储朝晖表示，在一定程度
上这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后的结
果，“大学和学生，是一个相互选
择的关系。学生在是否上学、去
哪儿上学之间有一种选择，相较
他们没有选择来说是一种进
步。”

储朝晖表示，一方面这是一
种个人选择，在一定的时间范围
内选择复读都是正常的，应该给
予理解和支持。但如果学生在过
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复读，那这
无论对个人发展，还是对社会资
源都是一种不利的选择。

另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大学
生退学复读并非完全出于个人
的主观意愿，他们选择退学大多
是因为课业困难、专业不适合，
抑或大学生活存在期望与现实
的落差，这也映照着当下大学教
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如转专业
难、课程设置不合理、评价体系
单一……所以，如果从大学的角
度来解读这一现象，储朝晖认
为，当下的大学教育需要调整，
即向着以学生为中心的方向发
展。大学应该依据这样一个大的
方向和原则，改进各方面的工
作，不论是课程设置，还是评价
体系，“只有各方面共同努力，才
能让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据红星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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