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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冬时节，极峰教授送来心爱之作《考试论》书稿，并嘱我为之作序。
著书立说一般都请社会名流、知名学者或权威专家作序，以壮书威。
极峰请我作序，一则因为他的谦虚、不图虚名，二则由于我们志同道合。
我们是同龄人，都在农村生活多年，从事过基层教育工作；同是在1978年恢复高考后有幸在而立之年
考入大学学习，是考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我们都在高校做过多年宣传、教育、教学工作，熟悉高
校30年变革的历程，对目前高等教育的某些弊端有切肤之痛；我们又有多年站在讲台上“传道、授业
、解惑”的经历，在关于教育、人才选拔制度改革等诸多问题上有相近的看法。
正是这些缘故，我欣然从命。
《考试论》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应用价值。
我以为，一部著作的价值首先在于选题的意义，而有价值的选题又在于它是否抓住了所涉及的领域值
得关注、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教育在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问题凸显，举国关注，“重负”、“择校”、“高分低能”、
“德育缺失”、“质量滑坡”、“营私舞弊”、“学术腐败”等不一而足。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现象大多是在考试这个“指挥棒”下派生出来的。
因为考试决定着教师怎样教、学生怎样学，决定着学校的办学方向，也决定着国家用人的标准和选拔
的方法，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学习氛围。
没有好的考试制度，培养不出好的人才。
钱学森大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出振聋发聩的慨叹：“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原因固然很多，但现行的考试制度自然难逃其咎。
抓住考试这个问题，就抓住了中国教育发展的瓶颈。
极峰所著《考试论》应该是对钱老的一个回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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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全书，洋洋洒洒二十几万字，涵盖了关于考试问题的方方面面。
其中，有对考试的起源、演变、发展的综述，从历史的角度纵向开掘，“以史为镜”，取其精华，弃
其糟粕，古为今用，自有其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也有对考试功能的分析，在阐述考试的公平公正、甄选评价、激励导向、测试衡量等社会功能之后，
将论证的重点放在考试与人的发展问题上。
以人的自由、全面、充分地发展为中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强调了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和考试观的
问题，在老话题上论出了新意，在考试的主体上突出了“以人为本”这个核心，让令人生畏的考试也
有了人性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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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极峰，男，汉族，1950年10月出生，内蒙古开鲁县人。
1969年参加教育工作，1978年考入内蒙古民族师范学院政史系，1982年分配到原哲里木畜牧学院工作
，现任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兼任云南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多年从事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法规、师德修养、社会心理学等课程的教学。
主要研究考试改革与法制建设。
研究成果获2005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获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二等奖。
累计发表《考试制度改革是教改关键》、《用考试改革撬动教学改革》、《良好的考试环境必须依法
营造》等学术论文五十余篇.主编教材三部。
组织编写、出版农牧类科普读物七册，总计二百多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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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毕业会考在评价学校办学质量、学生学业水平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受到教育管理部门和师
生的广泛重视。
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为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强化、控制学生思想起了促进作用。
会考囊括三年所学课程，集中于6、7、8三个月之间，学校迫于压力加班加点教学，学生疲于应付，加
重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学生的身心健康受到损害。
实行会考还导致学校教学出现急功近利的偏向，教师为会考而教，学生为会考而学，未列入会考的科
目不受重视，有些学科的教学实验、实习被削弱乃至取消，教学方法偏重注入式，忽视了对学生能力
的培养。
　　为了兴利除弊，完善会考制度，教育部于1936年4月颁发《中学及师范学校学生毕业会考办法更定
各点》，调整会考科目，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
改定学生毕业名次排列办法，废止学校毕业会考成绩排名。
增设初中会考地点，方便考生，加强学生操行和体育成绩的考核。
经过改革，中学和师范学校毕业会考制度趋于定型。
抗日战争期间后方省份仍坚持中学生毕业会考制度。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会考制度被废止。
　　民国后期推行的中等学校毕业会考制度，是对近代以来学校毕业考试模式的重大改革。
它适应了当时社会变化和教育发展的需要，在完善学校学业考试制度，保证和提高中等学校的人才培
养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实践中也留下了经验、教训，为后来的学校学业考试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20世纪80年代，我国在教育改革发展进程中，逐步建立和推行的新的中学毕业会考制度，就是对会考
制度的进一步探索。
　　复试与竞试、会考均属于学校外部考试，考试权在教育主管部门。
学校外部考试是在各校内部考试的基础上，由教育主管部门统一组织实施的水平性或竞赛性考试，目
的是监督和促进学校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民国时期学校的学业考试大致分为学校内部考试与外部考试两类，两者在考试的组织管理、实施
办法、目的功能上既有差异，又相互衔接、补充。
学校内部考试由学校单独举行，旨在评价各科教学效果，检测学生的学业水平。
学校内部考试的种类分为学期、学年、毕业三种。
学期考试于期末举行，学年考试于年终举行，毕业考试于修业最后一年年终举行，当年不再举行年终
考试。
学业成绩一般以考试分数、平时成绩综合评定构成，平时成绩由教员根据学生出勤和平时表现、学业
优劣判定。
学生的学业成绩与操行成绩，是决定学生升降的依据。
学生的学业考试成绩均由各教员评记分数，校长审定。
考试规则由学校自定。
　　⋯⋯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