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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李  钻

湖南理工学院 岳阳

摘  要｜高考复读经历是指已经参加过一轮高考的考生，重新回到学校学习再次参加高考，复读生有着不同于应届生

的心理状况。本文主要分析复读生的情绪状况、人际关系等方面心理健康水平的影响效应，提出利于提升复

读生心理健康水平的建议。有助于高校尽早发现并及时解决复读生可能的心理问题，提升复读生的心理健康

水平。本篇综述主要阐述复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并就当前研究的局限性进行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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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考复读经历是指已经参加过一轮高考的学生，重新回到校园学习准备再次参加高考的一种经历［1］，

这类学生被称为高考复读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高考制度的改革及就业形势的变化，每年涌现出数

百万的高考复读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心理问题［2］。目前针对频频发生的各个高校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及

由此引发的威胁生命安全的行为，出台了多个与高校学生心理健康状况相关的政策文件，国家领导、高

校教师对在校学生心理健康情况的积极重视，使得如何有效的保障高校在校学生的心理得以健康的发展

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并且该问题已成为当下高校培养健全心身发展的学生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复

读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面临和承受来自家庭、学校、自身等各种巨大的内外应激源，很容易产生各

种不良的心理反应，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学习、生活等各个方面，乃至未来的发展前途。因此，如何

改善复读生的慢性心理应激状态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3］。但国内专门针对高考复读生这一群体

研究较少［4-7］。

参照心理健康的指标，黄荣在 2019 年主要通过观察、问卷、谈话、个案研究四种方法对高中复读

生心理健康问题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表明，高中复读生的心理问题主要源于学校因素，其次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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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素［8］。由于高考复读生经历了高考失败的打击，他们对自己的知识、精力和能力等方面都产生了

不同程度的自我怀疑和否定，与应届生相比，这些失利的学生需要面对家长的期盼、前途的担心等各种

内外应激源，通常而言，心理承受能力更差的复读生感知到的压力也更大［9-11］。充分了解高考复读生进

入大学前的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可以为其顺利进入大学后及时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

预防和干预提供有效的参考。

2  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

2.1  对复读生情绪状况的影响

高考复读生这一类特殊的群体，他们经历了一次失败的高考，这次经历作为一个负性的生活事件，

将影响他们的情绪，如何降低复读生的负性情绪有待深入研究［3，12］。王江慧采用自编的问卷对复读生

进行调查发现，复读生压力源较多，只有稳定情绪、缓解压力才能更好的促进学习［13］。而目前复读生

的情绪问题主要以考试焦虑、压抑、自卑等表现为主［14］。

考试焦虑是在应试情景刺激下受个体的认知评价、人格特点等影响所产生的，以对考试成败的担忧

和情绪紧张为主要特征的心理反应状态［15，16］。基于复读生对于考试和成绩的敏感性，他们在考试中容

易患得患失，他们对于复读期间所有的考试都非常敏感，一旦考试成绩不好，就会出现焦虑情绪，甚至

出现相应的生理表现。上述情况相对于普通高三班学生而言，复读生的表现更加明显［16，17］。复读生的

这种普遍的高焦虑，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目标比普通高三学生更加明确，高考成功几乎成了他们的唯一信

念。越是这样，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大，进而导致焦虑情绪也越重［18］。王莹、陈允恩等人采用中国

中学生心理健康状况量表、考试焦虑量表对高三学生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超过半数的高三学生的的确确

感到考试带来的相当程度的不适感和焦虑［16］。而长时间的过度焦虑会引起各种身心疾病，危害学生的

心理与生理健康［19］。

吴文春、江浩斌采用问卷调查法，对 400 名高考学生的心理健康与应对方式的特点及其关系进行考

察，结果表明：在压抑维度上，应届生和复读生存在显著差异，复读生高于应届生［20］。由于高考复读

生面对来自家庭、学校、社会及自身各方面的压力，内心经常处于一种紧张压抑的状态，在碰到比较困扰、

难以解决的学习问题、生活问题或令人开心的事时其内心更容易激动，由此而引起较高的生理唤醒。所以，

高考复读生在消极情绪关注应对下的压抑和生理唤起两个维度上表现较为突出，但具体原因及表现有待

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复读生，除了高考失利的打击之外，低分复读生在老师同学面前自然难免产生自卑情绪，学习

过程中也会感觉很累、很痛苦。而高分复读生情况相对好一些，他们虽然没有进入高校，但有一个相对

较好的高考成绩。此外，复读生普遍容易对自己高考考试的失败做出消极的归因和评价。如：我非常无能、

我不如别人等。同时，在复读过程中，当遇到成绩比自己好的同学或再次遭遇考试失利时，容易强化自

己不如别人或自己一无是处的自卑心理。更甚者他们还会把考试失利的影响泛化到生活中去，一旦遭遇

到挫折或负性生活刺激就不断怀疑自己的能力，不敢正视自身存在问题［18］。自卑心理是由于个体对自

我评价不当而产生的一类消极的心理体验，它广泛存在于大学生群体中，严重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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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读生持续的自卑心理状态会影响其对自我的正确认知，伴随着错误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期待，总觉得自

己能力不行，进而出现抑郁、紧张、焦虑等情绪状态。

综上，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是影响高考复读生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指标。他们在复读期间所经

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自我效能感的高低和心理韧性的强度都会对其情绪产生影响。在实际工作过程中，

我们要学会先关注学生的情绪再处理问题，做到尊重学生、保护好隐私［22］，和复读生一起去面对可能

存在的情绪问题，引导学生自我成长。

2.2  复读经历对复读生人际关系的影响  

人际交往是其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也是信息交流、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23］。社会环境的

不断变化中，使得学生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多种形式的心理问题，如自卑、孤僻、偏执、嫉妒等，导

致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24］。而通过人际交往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我认识水平，不断实现完善自我，

从而促进学生成长［23］。目前，复读生在学校的人际关系中，师生关系、同伴关系、亲子关系是最基

本的人际关系。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良好的人际关系，积极的人际交往有助于情感沟通和身心健康，

有助于体会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25］。研究表明，人际交往能力在学生的整体素质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地位，它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26］。人际交往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27］，

积极的人际交往使人能积极地应对生活的挑战和拥有更强的社会适应能力［25］。而当复读生人际交往

能力较差时，面对困难、心理问题时获得发泄的途径较少，会使得一个人的负面情绪大部分通过自身

来排解，由此，田诺祎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研究发现，随着人际交往能力指数越来越高，调查对象的

心理也越来越健康［28］。

由于复读生长期伴随的焦虑、抑郁的情绪状态，以及复读期间家长、老师、同伴以成绩定高低的心

态难以快速调整过来，与普通的应届毕业生相比更难快速适应今后学习环境的变化的特点，有着更高的

防御心理。大学里面同学们都来自不同的学校，不知道各自的能力水平、兴趣爱好、生活学习习惯，老

师也都是新面孔。因此，更难打开心扉跟身边的同学们交流、快速的融入集体，逐渐导致同学之间缺乏

交流、人际关系冷淡。所以加强关注高考复读生良好人际关系的引导和健康心理养成是十分必要的，并

根据当前复读生的人际交往具体情况，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以此帮助复读生培育积极、和谐的人际关

系切实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发展。 

3  已有研究的局限

尽管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积极关注。但是，这些研究仅仅为

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提供了一些研究框架，但实施起来还存在较多的问题，如研究视角的局限性、研

究结论推广的局限性、不同的抚养模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等。

3.1  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目前很多研究主要集中于复读生在复读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以及应届生与复读生心理健康状

况的对比［1，4，9，29-32］。由于很多研究范式及结果本身就受到性别、区域和种族的影响，而同一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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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不同性别、不同区域或不同种族中具有复读经历的复读生及实验范式往往会由于任务的复杂性、测

试过程及任务动机等因素的不同而得出不同的结果［33］。在现有的很多研究中，基本上都是高校教师以

本校复读生或本区域复读生为研究被试，很少有研究是基于现有国情下全国具有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

健康状况的影响。且很多研究都是基于某一个或某两个影响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探索，

而不是对影响复读生心理健康状况的可能因素进行全面的分析。并且以人为被试的研究中，由于涉及到

被试的生活经历及一些实验过程中的自主报告等方面的主观原因［34］，使得不同的研究者对于同一问题

的研究结果也许会存在一定的偏差，所以在对实验结果进行讨论时应该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影响。

当然，由于部分复读生进入大学后可能涉及到生活环境的复杂性与多变性，所以有关复读经历对复

读生心理健康影响方面的直接结论还是相对较少的。因此，在今后的实验中若得出不一致的实验结论，

在进一步推论时可以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的影响。

3.2  研究结论推广的局限性

基于已有研究，基本可以确定复读经历在复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有着关键的作用。但是对复读生在

心理健康方面的影响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复读经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定论。很多研究都是基于对问卷

调查［35］；SCL-90、EPQ、SAS、SDS 等心理测量或复读生的主观报告来分析衡量复读经历对复读生进入

大学后心理健康的影［34，36］，尽管这些范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研究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由于不同

的研究者选用被试、实验范式、观察指标、所关注的重点和选用的统计方法等方面的差异［37］，导致出

现不一致的实验结果。因此，很多实验结果并不能准确的反映出复读经历对复读生情绪、人际交往等心

理方面的影响程度。并且在复读生成长的过程中，复读经历虽然作为个体较为重要的早期经历影响着他

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但还有很多社会因素（如学校教育、社会压力和饮食习惯等）和家庭教养模式会单

独或共同对复读生进入大学后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然而，这些因素通过严格的实验法控制变量对复读

生的影响在进行研究时基本是无法模拟的，况且人是具有高级情感和独特个性的个体，所以对现有研究

研究结果进行推论时应注意推论的准确性及适用性。

3.3  不同的抚养模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差异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心理疾病发生的年轻化及领养、留守儿童和隔代抚养比例的增加，个体

早期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成为当今研究的趋势［38］。然而，对于留守儿童、孤儿等原因缺乏良

好的亲子关系而经过隔代抚养或由其他监护人抚养下成长的复读生，其心理健康状况与在双亲抚养下成

长的复读生，在具有复读经历后他们之间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差异还缺乏更深入的研究［39］。但当前研究

主要关注了家庭对复读生进入大学后的心理健康的影响，而没有关注家庭中不同的抚养模式（如隔代抚

养、寄养、领养）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程度，从而更加客观的评价复读经历对复读生进心理健康影

响的重要性。

4  研究展望

现阶段，进行高考复读有着不同于以往的便利条件，在社会、家庭的支持下，许多复读生在复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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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证实了自己的实力，使他们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形成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期待，但复读绝非想

象中的那么简单，在复读的过程中要面临学习方法，学习时间带来的一系列心理和生活问题。因此复

读生不仅要科学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查漏补缺夯实知识，还要适当掌握好心理调整和放松的方式［40］。

学会及时解决在复读过程中遇到的学习带来的困惑和生活带来的苦恼，促进复读生的心理健康水平良

性发展。

通过以上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研究的局限性，今后我们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调整。

4.1  合理选用研究视角

目前对于复读生的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高三应届生与复读生复读期间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或

单一研究复读生的进入大学后心理健康状况［4，10，41］。基于该方面研究视角的单一性，在今后的研

究中研究者可以尝试采用多种研究范式及研究方法，对复读生进入大学后的情绪情感、人际交往、

职业生涯、学业生涯、环境适应、自我意识等进行研究。如在对比完复读期间应届生与复读生各方

面心理健康状况后，还可进一步追踪研究加深应届生和复读生今后心理健康状况的对比，明确复读

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某一纬度的具体变化。或对于同一高校、同一区域、同一省份乃至全国高校的应

届生和复读生在整个大学期间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持续深入的研究，但是与现有单一视角研究相比

难度都相对更大。

尽管不可能每个研究都多视角、多层次的对复读生的心理健康情况进行深入的研究，但对于某

些可能由于实验视角、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的单一而导致不一致的研究结果，我们可以尝试选用不

同视角对现有研究结果的可信度进行验证。从而推进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状况影响有关研究

的进一步发展。且以人为被试的研究经常会涉及到被试个体的主观报告，由于不同的研究个体其本

身在性格特质等具有独特性，所以不同的被试个体其主观因素的影响不容忽视。在今后的研究中，

当同一研究范式出现不同的研究结果时，我们需要客观看待研究结果并进一步探讨出现不同结论的

主要原因。

4.2  加强不同抚养模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的对比

原生家庭中不同的抚养模式均会对具有复读经历的复读生心理健康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一般而言，

主要有单亲抚养、双亲抚养、隔代抚养、领养及寄养等模式［42，43］。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往往容易忽视抚

养模式对复读生的影响。然而，通过对比不同抚养模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

辅证完整的双亲抚养模式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发展的重要性。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对不同的抚养范式选择不同的人群进行大样本量的追踪研究，如根据需

要选取足够的留守儿童、领养儿童、单亲儿童及双亲儿童等不同的复读生的心理健康状况进行研究，从

而对不同抚养模式下的结果进行比较得出相应的结论。

综上所述，复读经历对于复读生的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心理健康状况方面有很大的影响。

而当前使用的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由于其各有利弊，在今后的研究中我们应尽量选用多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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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范式对拥有复读经历的复读生的情绪情感、人际交往、环境适应、及自我意识等方面的心理健康状况

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此外，就复读生而言，社会、家庭和学校应当不断提高对这一群体心理健康状况

的关注度并给予他们更多的理解、包容和支持。如何去减轻或消除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状况的消

极影响，从而更好的促进拥有复读经历的复读生今后心理的健康发展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当然也

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和个人的共同努力。因此，继续深入和细化复读经历对复读生心理健康影响的研

究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潜在的临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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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Re-study Experience in Students’ Mental 
Health

Li Zuan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Abstract: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study experience refers to candidates who have already 
participated in a round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s and return to school to study agai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 repeaters have a different psychological condition from the fresh 
candidates.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repeaters’ mental health,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It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that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mental health of repeaters. It is helpful for 
colleges to detect and timely solve the psychological problems that may arise during the university period 
of repeat students and improve repea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This review mainly elaborates the influence 
of repeat experience on repeat students’ mental health and summarize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research. 
Finally, a research outlook is put forward for these problems.
Keywords: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repeater; Repeat experience; Mental heal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