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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导论和结语部分,全文主干部分有四章。每一章均

按照不同的视角来研究同一个中心议题,分别为高考与学校

教育关系的历史研究、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国别比

较研究。

历史研究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 论述了科举时代、民

国时期、新中国建立以来 高考与学校教育的关系 。从中可

以看到,不同时代的 选拔性考试 对学校教育的作用而言,

是一把利弊共存的 锋利的双刃剑 。这种作用的机制, 从积

极面说,通过 考什么就教什么学什么 或者严格说来的 招

考标准的科学化程度 起作用; 从消极面说,通过 不考什么,

往往就不教什么不学什么 或者严格意义上通过 招考标准

的缺陷 起作用。就招考形式而言, 它与招考标准紧密相连,

为招考标准服务,历史上的全国统一考试或者全国统一招生

考试,对快速提高学校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整体水平, 起

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往往也有不利于高校选拔个性化人

才等弊端,进而不利于高中教育个性化发展; 单独招考也是

利弊共存,其优点是招考自主、灵活,缺点是对高中教育往往

有较大的不利影响, 更不利于考生报考。至于废除高考, 则

更是教育导向的失控, 历史表明,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正确的

办法往往是改革高考,特别是高考的导向标准。

基础理论研究部分按照社会系统发展中 从目的到过程

到结果 的一般逻辑顺序展开, 论述高考与教育在目的、过

程、结果三个维度上的关系。就目的而言, 高考目的既要满

足高等教育目的之需要, 同时也要照顾到高中教育目的之要

求, 避免高考仅仅满足前者需要而冲击高中教育教学, 或者

仅仅满足后者需要而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发展。不论

如何, 在高等教育与高中教育的数量与质量矛盾情况下, 高

考目的与高等教育目的、高中教育目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

盾冲突。就过程而言, 高考过程作为选才的过程,是高考目

的的展开过程, 系统的分析高考过程,它由选拔者 高校、

被选拔者 高中生、选才标准、选才方法四个基本的要素

集合体组成, 其内在的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 形成了高考过

程的基本规律, 即高考过程的双面性规律、导向性规律、竞争

性规律。在此基础上, 简要概括了高考过程需要贯彻的兼顾

原则、可行性原则。就高考结果而论, 它事实上对学校教育

造成了双面影响, 我们要继续凸显的是高考的正面功能, 对

于客观存在只能逐步减轻的负面影响,要树立正确的观念,

并正确的对待。

应用理论研究部分则是按照现实实践中的重大问题而

展开, 论述了高考与应试教育、素质教育、会考的关系问题。

研究认为, 应试教育表达了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 它是利

弊共存的。素质教育是高考改革的指导思想, 其核心诉求是

教育目的并最终表现为质量标准。会考与高考有根本区别,

也有诸多联系, 处理好二者关系的关键,是借鉴会考的性质,

提升会考的功能, 使高考包容一次水平性考试, 以满足高中

教育目的之要求。

比较研究部分讨论了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的高

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其教育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概括了

国外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与学校教育关系的共同特征,以作为

我国高考改革的参考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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