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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试是人类特有的实践活动，也是世界各国考查知识或技能的普遍方式。
考试既是人类社会演变的共同产物，同时又是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定产物。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考试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和激荡的社会演化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推进人
类文明昌盛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重要机制。
考试曾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巨大的贡献，给人类社会带来福音，但是，如果对考试的认识和
使用不当，也可能给一个国家或民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其功能具有双重性。
　　中国是世界考试的故乡，也是考试的历史发祥地。
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国曾经凭借着考试以及其他的伟大发明，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谱写了最辉
煌的历史篇章，创造了最灿烂的民族文化。
以科举考试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考试制度，曾被国人自豪地称为“是世界各国中所用以拔取真才之最古
最好的制度”，也不乏外国学者仰慕地誉为“人类所发展出的选择公仆的方法中最奇特、最令人赞赏
的方法”。
然而，沧海桑田，世纪更迭，中国古代考试制度由于各种原因，逐渐从兴教育才、选贤任能的机制蜕
变为禁锢教育、束缚人才的枷锁，进而成为“锢蔽文明”的根源和社会发展的障碍。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之所以曾从历史的巅峰跌入黑暗的深渊，滞后于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沦为时代的
落伍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封建统治者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故步自封、停滞不前，以至于古
老的考试文明不能推陈出新，最终被历史潮流所淘汰。
前人之辙，后人之师。
我们应当永远汲取这一惨痛的历史教训，认真反思。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考试比较>>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中外考试比较的概述第一节 中外考试比较的缘起和意义第二节 中外考试比较的内容与框
架第三节 中外考试比较的特征与方法上篇 中外育才考试比较第二章 中外中学会考的传统与现实第一
节 中国普通高中毕业会考简述第二节 英国普通中学证书考试简述第三节 德国完全中学毕业证书考试
简述第四节 法国高中业士文凭考试简述第三章 中外中学会考的特点与经验第一节 重视教师在中学会
考中的作用第二节 促进中学会考的多元化第三节 减轻学生中学会考的压力第四节 维持中学会考成绩
的可比性第四章 中外中学会考的问题与对策第一节 面向中学全体学生的问题与对策第二节 维持中学
会考公信力的问题与对策第三节 实现中学会考改革目标的问题与对策第四节 强化中学会考正确导向
的问题与对策中篇 中外选才考试比较第五章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的沿革与现状第一节 中国大学入学考
试简述第二节 日本大学入学考试简述第三节 美国大学人学考试简述第六章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的体制
与管理第一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组织管理第二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运行模式第七章 中外大学入学考
试的内容与方法第一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内容比较第二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方法比较第八章 中外大
学入学考试的结构与功能第一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的类型结构第二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的层级结构
第三节 中外大学入学考试的题型结构下篇 中外用才考试比较第十章 中国古代文官考试的传播第一节 
中国古代文官考试的特质第二节 中国古代文官考试的西传第三节 中国古代文官考试的东渐第四节 中
国古代文官考试传延发展的成因第十一章 西方公务员录用考试的确立与发展第一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
认同时期第二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倡导时期第三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发展时期第十二章 中外公务员录用
考试差异比较第一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观念与体制的差异第二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考录程序的差异第三
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内容与方法的差异第四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功能与目的的差异第五节 公务员录用考
试差异原因的比较第十三章 中外公务员录用考试挑战与改革第一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外部环境的挑战
第二节 公务员录用考试内部面临的困境第三节 西方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改革的取向第四节 中国公务
员录用考试的改革参考文献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外考试比较>>

章节摘录

　　第一节 中外考试比较的缘起和意义　　在科技信息时代，随着育才、选才、用才之经济观念和竞
争意识的日益增强，考试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
考试的社会功能不断得以强化，考试不仅是教学双边活动联系的纽带，评价、甄选、任用人才的基本
手段，调节各类人员结构的杠杆，而且也是有效开发和合理利用社会人力资源的重要措施，提高经济
效益和加速文明进程的重要机制。
因此，进行中外考试比较，绝不是为比较而比较、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中国社会发展赋予考试历史
使命的客观需求所驱动。
对中外考试进行比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进行比较考试，不仅仅是为了解决考试管理层面和考试技术层面的具体问题，而是希望通过理性的思
考和分析，从中寻找规律，借以促进我国考试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一、中外考试比较的缘起　　第一，考试是否科学有效，归根结底取决于它与该国社会发展需求
的适应程度。
中国虽然是考试古国，在极为漫长的考试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的考试经验，但现行考试的科学化和现代
化水平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尤其是在考试制度建设、科学技术和组织管理等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
距。
发达国家在创建和发展现代考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有诸多可取之处，应该本着“洋为中用
”的原则，予以借鉴。
只有通过对中外考试进行全方位的比较，才能正确估量现有状况，才能够真正找准差距，改进和完善
中国现行的考试制度与方法，真正探明中国考试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迎头赶上世界发达国家考试的先
进水平。
　　第二，考试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事物，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
虽然各国考试的内容与形式不尽相同，但仍有许多相同之处和共同遵循的客观规律。
各国考试制度与办法互有差异，却也有共同的原则。
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今的世界不啻是一个广袤的考试实验场，许多国家在这个实验场获得的经验，也
为中国提供了难得的学习机遇。
通过比较考试，才能寻找各国考试制度与办法的相同点和异同点，从而揭示现代考试发展的一般规律
和特殊规律.借答与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考试文明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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