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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概括介绍了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及其知名大学的招生制度
，对我国高考制度、自主招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等各类特殊招生制度也进行了政策解读。
结合教育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人才选拔制度的先进经验与我国的现实国情，作者对我国未来高考及大学
升学政策的发展与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与建议。
在总结自己创办的北大附中河南分校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作者探讨了面向未来教育变局的中学人才培
养战略，并对自主招生、保送生、艺术特长生的申请、笔试、面试等相关政策和技巧做出了实用性的
指导，对于基础教育工作者以及学生、家长而言，都有很强的可读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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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光宇，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全国劳动模范，河南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中国民办教育
十大杰出人物，中国民办教育家协会副会长。
现任郑州宇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河南理工大学万方科技学院董事长，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河南
分校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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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rdquo;　　这是已故科学泰斗钱学森先生曾向温总理提出的疑问，是一个令无数人心灵震颤令整个中
国教育界为之深思的问题，也是社会各界对中国教育的疑问，更是一个伟大民族必须直面的疑问。
　　从1904年癸卯学制颁布到1905年废除科举至今，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已逾百年。
从1977年重新恢复全国统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已经有30余年。
应当说，积30余年来的发展和改革之力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时至今日，无论从教育规模、受教育程度还是师生数量上都有了巨大的发展。
但不能回避的是：今天的中国教育依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例如：　　为什么校园血案层出不穷？
　　为什么学术腐败屡禁不止？
　　为什么素质教育迟迟裹足不前？
　　为什么创新人才总是寥寥无几？
　　&hellip;&hellip;　　半个世纪过去了，目前的教育体制却再也没有培养出像解放前培养的邓稼先和
杨振宁那样的大师。
从2000年国家最高科技奖设立到现在，得奖的一共有14人，其中有11人毕业于1951年之前。
杰出人才的培养，仿佛出现了深深的断层，触目惊心。
　　近年来，教育一次又一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少女援交，大学生跳楼，网瘾肆虐，&ldquo;考
霸&rdquo;横行，&ldquo;90后&rdquo;网上炫富，高考&ldquo;状元&rdquo;多成&ldquo;流星&rdquo;
，&ldquo;五道杠&rdquo;才罢，&ldquo;绿领巾&rdquo;又起&hellip;&hellip;甚至在唐骏学历造假、药家
鑫杀人和&ldquo;我爸是李刚&rdquo;等社会事件中，我们依然能看到在热议的浪潮中都有教育面带愧
色的身影&mdash;&mdash;或许这些病态的出现并不仅仅是教育的责任，但作为塑造社会个体形态的主
要力量之一，教育始终难逃其咎。
　　这是一个瞬息万变、波谲云诡的年代，教育的脚步却被远远甩在了时代的身后。
　　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ldquo;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hellip;&hellip;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教育还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
要求。
&rdquo;　　温总理的感叹源于对中国教育深层次问题的忧虑。
缺乏人才长远规划的短视行为以及由此产生的扭曲的考核评价和选拔机制怎能催生&ldquo;独立之精
神&rdquo;、&ldquo;自由之思想&rdquo;，怎能让创新之花盛开创新之树常绿？
　　教育是民族复兴、国力崛起的内在动力，是实现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源源不断的推进力。
而今中国教育的滞后与错位已经严重地阻碍了整个社会继续高速前行。
在一日千里的国际竞争棋局中，如果教育这一&ldquo;推进系统&rdquo;逐渐熄火，中国这趟高速行驶
的列车又将何去何从？
　　是时候直面&ldquo;钱学森之问&rdquo;了。
　　中国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发展战略和目标模式，需要推进以体
制改革为中心的教育改革。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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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中生，家长，有留学需求和升学需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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