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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科举有“现代高考”之名，高考有“古代科举”之实。
科举与高考，文脉相连、千古一叹，美美与共、和而不同。
本研究穿越科举贯通高考、扎根西部放眼全国、聚焦现实展望未来，以我国古代科举丰富历史实践与
运行规律为“经”，以我国高考等现代考试的复杂改革与发展实际为“纬”，横向爬梳、纵向拓展，
致力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遵循“鉴古知今、博今通古、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古为今用、洋为
中用”的研究原则，从跨学科视角对我国古今处于社会文化轴心地位的国家抡才大典--科举、高考等
进行全方位系统审视，从多学科视野深入探讨科举现象所隐喻的文化特质及其全球价值，运用从“定
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充分挖掘千年科举运行的经验教训对高考等现代考试的价值，并进而探索落
实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大类招生、多元录取的高考新机制，提出新课改背景下统
一高考和自主招考等统合的改革新思路，推进新高考等国家大考为多样性人才培养服务的发展新举措
。
《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读本·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可作为21世纪高校通识教育读本
，也可以作为教育史、高等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及科举学、考试学、评价学、评论学和
评估学方向研究生教学用书或科研工作者参考用书。
《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读本·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对教育、历史、社会，政治、法
学、文化、评价、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科学学等学科领域的决策者和爱好者也有一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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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冯用军，1980年生，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育史专业博士生。
云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研究院讲师，民族教育信息化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研究人员，内蒙古
民族大学兼职教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访问学者，中国校友会网大学评价课题组首席专家。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青年专项1项，省部级项目10余项，先后在《新华
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教育报》、《中国高教研究》、《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教育科学》、《Higher Education Financeand Management Series》（芬兰）等发表或转载论文1 00余篇，
在云南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出版著作3部、执行副主编1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高教政策与评价、高等教育史、科举学、考试学、西南联大、东南亚高等教育、
教育科学研究中的数学方法。
　　朱华山，1964年生，博士，云南省教育厅党组成员、云南省招生考试院院长、云南省教育信息化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统计与测量分会理事，云南师范大学外聘研究员，美国弗吉
尼亚大学访问学者，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手。
　　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1项，主持云南省政府决策咨询重点研究项目3项，其他省
部级项目5项，先后在《中国考试》、《科学研究月刊》（香港）、《稀土学报》（英文版）、《矿
冶工程》、《有色金属》、《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云南日报》等发表论文20
余篇，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冶金工业出版社、云南教育出版社等出版著作（含合著）6部。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教育测量与评价、教育信息化、招生考试管理信息系统（MIS）、计算冶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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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引论借鉴科举智慧推进高考改革第一章 立学与正名千年科举评价与启示第一节 科举无愧中国“一
大发明”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化与影响第三节 科举制度被一朝遽废的根由第四节 科举制度的历
史教训与经验第二章 冲突与一致科举制度的政治功能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政治性功能概要第二节 科举
制度控制社会冲突功能第三节 科举考试促进社会一致性第三章 分层与流动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第一
节 科举制度的社会分层功能第二节 科举考试的社会流动功能第三节 科举考试促进个体社会化第四章 
传承与创新科举制度的文化功能第一节 科举文化与社会互动分析第二节 科举考试与古代中国文化第
三节 高考与现代中国文化创新第五章 惩恶与扬善科举律制与考试立法第一节 科举时代的考试立法回
溯第二节 科举立法与中国高考立法第三节 中国考试立法问题与建议第六章 重建与共生恢复高考的战
略影响第一节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第二节 恢复高考的战略影响与价值第三节 当代高考改革的
新走向反思第七章 保守与变革高考改革的利益分析第一节 高考改革利益方关联模型第二节 高考改革
倾向的抽样调查第三节 云南高考改革调查的解读第四节 高考改革的系统优化调控第八章 瓶颈与出路
高考改革的科学思维第一节 高考改革的关键性瓶颈第二节 高考改革的转向是评价第三节 高考改革的
纲要性指南⋯⋯第九章 公平与效率云南省高考改革述论第十章 分化与融通西部高考整合新方案第十
一章 一体与多元和谐时代的高考改革第十二章 实体与虚拟互联网上的教育考试第十三章 统招与自主
高考与创新人才选拔第十四章 困境与出口中国考试研究的忧思第十五章 热点与焦距高考志愿的叙事
研究余论通识教育打破招生专业壁垒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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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 科举制度是古代中国最持久的文化输出　　中国的科举制度自诞生之日起，便以其崭新面貌和
巨大生命力受到国人的拥护，而且其影响还辐射到其他国家，特别是东亚。
诞生于中国的科举，对国外的影响历程，概括起来即“东渡”、“西渐”、“南传”、“北漂”的辐
射历程。
所谓科举“东渡”，即指科举在唐朝的时候被东瀛引用，并藉此建立起了日本的科举制度、文字系统
和政治律令。
科举“西渐”主要是科举被作为文官制度引进到法国、英国、美国等的官僚选拔体制中，促进了这些
国家先后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这在科举对西方的影响中有所述及。
科举“南传”，主要是指科举被交趾（今越南）所借鉴，后来建立起了自己的科举制度。
科举“北漂”，是指科举进入中国东北部的高句丽、新罗等，为古代朝鲜王朝建立科举制度提供了蓝
本。
具体而言，在东亚各国中，朝鲜半岛的三国之一新罗，是最早仿效唐代的科举取士制度的。
朝鲜半岛统一后建立起来的高丽国，于公元958年首次实行科举取士。
高丽国的科举制，基本上是仿效中国的一套办法。
为了健全本国的科举取士之法，高丽国王还经常遣士留学中国并直接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
而宋朝皇帝，为了礼优外国学子，亦沿唐制，设“宾贡举”，而且还专门设置了培养外国学子的教育
机构“宾贡庠”。
外国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便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后一般都被遣送回国。
这些人回国后多在本国担任高官要职，对本国科举制度的完善多有贡献。
此外，仿效中国科举制度建立了本国科举取士之法的还有暹罗、琉球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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