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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外大多数高校研究生院的新生录取决策中，GRE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是一种被普遍

使用的标准化考试。GRE考试是否能准确地预测申请者在未来研究生学业过程中的表现，包括课程成绩、

科研能力和学位获取等？该问题一直是学术界、高校、申请者、以及留学考试和申请机构所关心的议题。

本文通过汇总已有的研究生专业学业情况与GRE考试成绩的关联性研究，总结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如：

1) GRE考试在研究生学业能力的预测总体上有一定的效度，但不能也不应作为唯一的录取标准；2) 不
同专业之间，GRE考试的预测效度有所差异；3) 除了心理学、医学专业，其它研究生专业的相关研究比

较薄弱、有待填补；未来有可能通过优化样本选择等实验设计来获得更准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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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r the decision-making of the admission process in the majority of oversea graduate schools, GRE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has been a widely employed criterion of standardized test. Is this 
examination of robust validity in predicting the future performance of candidates’ graduate study, 
including graduate grades, research abilities and completion of degree, etc.? Such are the central 
concern of academic communit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pplicants, and also institutions in-
volved. This paper reviews extant studies about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GRE scores and several 
graduate majors’ performance, and primarily concludes as following: 1) As a whole, GRE scores 
exhibit modest predictive validities on the performance of graduate study, while the test result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as an exclusive criterion; 2) different graduate 
majors implicate variances in the predictive validity of GRE scores; 3) except for the cases of psy-
chology and medicine, other graduate majors have been short of related studies. Adjustment of 
experiment design such as optimization of sampling method may be conducive for more conclu-
sive result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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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s, ETS)设计并实施的 GRE 考试(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历来被广泛地运用于国外高校研究生录取过程中。GRE 考试包括通用考试(GRE General Test)
和专业考试(GRE Subject Test)：GRE 通用考试考察语言推理(Verbal Reasoning)、数量推理(Quantitative 
Reasoning)和分析性写作(Analytical Writing)，考生需要对复杂问题进行分析、并解决其中的复杂关系；

GRE 专业考试则考查考生生命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等专业领域内的内容。本文中的“GRE 考试”

除专门提到专业类别的，一般指 GRE 通用考试。 
作为一种标准化考试，GRE 考试考查的是考生的通用理性能力；而正因为这种能力的提升不是短期

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甚至终身的学习和发展，因此符合研究生教育的核心价值。GRE 考试等 ETS 产品

均需遵守《ETS 质量与公平标准》，从而在信度、效度、公平、测试开发、测试实施、测试使用等角度

符合语言测试的标准。将 GRE 考试成绩与本科阶段学分积(Undergraduate Grade Point Average, UGPA)结
合，可以作为更优的录取和预测指标[1]。 

在 Kuncel 等人的经典 Meta 分析中，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业表现与 GRE 考试成绩紧密相关，包括

研究生一年级 GPA、研究生学分积(Graduate Grade Point Average, GGPA)、在校考试成绩、著作引用次数、

教授打分、以及最重要的学位获得等指标上都可以较好地预测研究生学业表现。通过对多种专业超过 8
万余名研究生(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数学、物理等自然科学专业)的分析并运用统计模

型纠正，Kuncel 等认为 GRE 成绩与本科 GPA 是有效的学业预测指标；而其中 GRE 专业考试比 GRE 通

用考试预测效果更好，尤其是对于科研产出的预测[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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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项同样运用了 Meta 分析的综合性研究中，Morrison 等综合统计了以往 22 个关联分析，均是

以 GRE 成绩作为预测因子，来观察其与研究生学分积(GGPA)代表的学业成功指标之间的相关性。其结

果是只有约 6%的 GGPA 差异可以用 GRE 语言推理和数量推理的成绩来解释，从而对该测试“能否作为

研究生录取的决定因素之一”提出了质疑[4]。在我国，同样有人对 GRE 考试成绩在研究生学业表现中的

预测效力提出质疑。如陈露茜认为，GRE 考试成绩对研究生学业第一年专业成绩的预测有一定作用，但

与研究生教育的其它方面没有显著的关联[5]。 

2. GRE 考试成绩对研究生专业预测效度的研究现状概述 

不同研究生专业与 GRE 分数的相关性存在显著差异，如纯粹艺术(Fine Art)专业对 GRE 成绩的依赖

程度远低于教育学、人文科学、数学和自然科学[6]。而自然科学领域中 GRE 成绩的预测有效性又高于工

科和数学等专业[7]。一方面，很多专业的研究生录取和表现并未进行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在过去数十

年间留学形势的变化和 GRE 考试的屡次改革也使得对已有若干专业的研究出现了中断。总体来看，在过

去的二十年间，GRE 考试与研究生学业表现的关联性分析大多集中于心理学专业和医学类专业。接下来，

本文将分别对这两类专业和其它专业的有关研究进行回顾和分析。 

3. 心理学专业研究生中 GRE 成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分析研究 

尽管在北美地区的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申请者中，GRE 考试的整体成绩一直在缓慢而稳定地下滑，但

获得硕士研究生项目录取的学生的 GPA 却有所上升。同时，GRE 考试成绩也与推荐信、个人陈述、GPA、

面试和科研经历一样，成为了心理学博士研究生项目的最关键录取标准之一。虽然从 1917 年到 2004 年

间，心理学专业研究生的入学最低要求 GRE 分数和实际入学 GRE 分数基本都有所下降(尤其是 GRE 语

言推理成绩——在此期间只有实际入学学生的 GRE 数量推理成绩有所上升)，GRE 考试依然是北美地区

该专业研究生入学的最重要考核标准之一。在所有美国和加拿大的心理学研究生专业申请中，有 74%的

博士项目和 57%的硕士项目要求提供 GRE 普通考试成绩。其中，29%的博士项目和 13%的硕士项目甚至

需要申请者提供 GRE 心理学专业考试成绩[8]。而在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取得上，更高 GRE 分数的申请者

也表现出更高的学业完成率和较低的退学率[9]。 
具体来看，在对心理学专业研究生学业表现的一项经典研究中，Sternberg 等人发现 GRE 成绩只有在

分析研究生一年级的学习表现时有一定作用；对后续其它方面如学业论文、分析能力、创造能力、实践、

研究和教学能力均无法起到理想的预测效果。唯一的例外是 GRE 分析性写作在心理学专业男性研究生中

能起到一定的预测作用[10]。 
同样是对于心理学研究生专业的录取和学业完成研究，Philips 等人发现学生的学业完成(获取学位)

情况与入学前指标(GRE 成绩结合本科 GPA)的综合正相关达到 70%。该研究的优点在于不仅仅考虑了通

过 GRE 考试而入学的学生，也囊括了 GRE 成绩不理想、借助其它录取标准而入学的学生[11]。 
综合来看，心理学研究生专业与 GRE 考试的关联研究起步较早，其结论也与综合类研究的结论基本

吻合：即 GRE 考试成绩对学业表现有一定的预测效度，但预测范围和能力有限。这种吻合可能跟 GRE
考试一直致力于测量考生的认知能力有关；或者是由于 GRE 专业考试更多反映的是测试者对于该专业的

兴趣[3]。 

4. 医学专业研究生中 GRE 成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研究 

医学和医学相关专业是该领域内研究较多的另一类方向。Ray 对入学并实习一年的 47 名临床医学硕

士研究生的问诊能力进行了调查，并与其入学时的 GRE 成绩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论是并未发现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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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性。因此该研究呼吁医学院重新考虑 GRE 考试的预测效力，并更改其研究生入学的录取标准，从其

它的维度去筛选那些能够习得优秀临床咨询能力的医学生[12]。 
Hocking 等人对美国 70 项医师助理(Physician Assistant, PA)硕士学历的研究生调查中，只有约 40%的

院校(27 所)遵循了 ETS 对于 GRE 考试和成绩的指南，而其它 43 所院校在使用 GRE 成绩时都存在错误、

或用其它考试代替了 GRE 考试[13]。Yuen 等对 2015~2016 年间的 22,432 名医师助理学位申请者进行了

分析，发现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族裔(Underrepresented Minority, URM)、高龄申请者、男性等因素是申请

中的不利因素；并且由于上述因素跟 GPA 和 GRE 成绩也同样相关，因此 GRE 考试被认为构成了少数族

裔和大龄申请者的阻碍[14]。 
Katz 等人则认为，GRE 普通考试对护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录取起到不利的作用。通过跟踪华盛顿大学

护理学院 217 名研究生，他们发现 GRE 成绩在申请中造成的阻碍远大于其在预测学业能力方面的裨益—
—只有约 5%~8%的 GGPA 差异与 GRE 成绩关联。该校甚至因此调整了其整体录取标准，将更多的重点

放在能证明申请者的学术能力和成功可能的其它材料上，例如递交学术论文[15]。这一结论与 Rhodes 等
人之前在护理学研究生专业所做的研究结论类似[16]。除了将 GRE 考试视为护理学博士研究生学业中占

比很小的一种预测因素之外，也有研究提出有关学校和机构并未系统地梳理其录取标准和流程，从而使

得 GRE 考试在录取评判过程中缺乏基于实证的(evidence-based)应用指南[17]。 
除了临床医学和护理学之外，其它一些医学相关专业也积累了与 GRE 考试预测效度有关的研究。

Cahn 等人分析了免 GRE 成绩录取的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业情况，这些专业包括职业病、物理治疗、医

师助理和语言治疗学等 30 个项目。他们发现免 GRE 成绩的录取在这些专业中并不能增加少数族裔申请

者的录取几率，而其它的主动招生动作确实有助于增加高校研究生来源的多样性[18]。其中，语言治疗学

研究生的学业表现与 GRE 成绩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言语发育课程的成绩[19]。Keskula
等人在美国运动员训练联盟支持下的一项研究表明，运动训练(康复治疗)专业 GGPA 仅与本科 GPA 有相

关性；而 GRE 分数、执业小时数和本科课程与实习等其它因素均不具备预测效力[20]。此外，在 Powers
对全美 27 所兽医学研究生院约 2000 余名学生的跨机构联合研究中，GRE 成绩和 UGPA 两种指标对于该

专业研究生一年级的学分积(first-year GPA)均具有中等以上的预测能力；经过统计矫正并且将两种指标合

并使用则预测效力更强[21]。 

5. 其它专业研究生中 GRE 成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研究 

Ji 对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的调查表明，GRE 考试与其学业表现存在一定的关联：GRE 数量推理成绩

和 GRE 语言推理成绩分别对 GGPA 的差异具有 16%和 6%的解释能力。与心理学专业不同的是，该预测

性在教育学研究生专业内部维持稳定，并不跟随细分项目而变化。同时，由于亚裔和非洲裔研究生的 GRE
各项分数都低于欧美裔研究生，而所有族群的 GGPA 却没有显著差异，所以该研究认为在考虑录取上述

少数族裔申请者时应谨慎使用 GRE 成绩，因为在这些种族的研究生申请者中，GRE 成绩与其未来学业

成绩的关联性比欧美学生的关联性更弱[22]。 
Ayers 等认为对于已经完成数学、化学、工科专业的硕士学业的亚洲研究生来说，托福考试(The Test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EFL)成绩与 GRE 考试语言推理成绩结合，可以作为有效的未来学业

表现预测指标[23]。然而在化学专业的细分研究中，研究人员甚至发现 GRE 成绩与学生的后续表现呈负

相关：尤其是 GRE 语言推理部分分数越高，学生在理论化学课堂成绩和获得学位方面表现越差。只有

GRE 数量推理部分分数能与大多数化学专业课程呈正关联[24]。 
Halley 等人通过将全美开设有本科和研究生物理学专业的 80 所学校进行分类，并将其物理专业下的

各科课程授课内容与 GRE 物理学专业考试进行了对比。他们发现 GRE 物理考试并不能覆盖所有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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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内容，只占约 40%的比例。有趣的是，任何试图弥补这种差异的努力都没有带来 GRE 物理考生的整

体排名变化——这可能是由于 GRE 物理考试更多依赖的是考生的母语能力和物理学基础课程的学习情

况[25]。 
在生物医学工程(Biomedical Engineering)博士研究生方面，已有国外高校提出取消录取过程中对 GRE

分数的要求：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研究中，这种被称为“GRExit”(即“脱离 GRE”)
的策略已在约 300 个生物医学专业的院系和项目中被采用。值得注意的是，2019 年开始的全球新冠病毒

疫情似乎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26]。 
有研究认为 GRE 成绩与管理学研究生 GGPA 有显著相关，而本科 GPA 则并不具有预测效力[27]。

在公共管理学硕士研究生(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PA)专业领域，尽管 GRE 成绩对未来学业的

预测能力存有争议，但其作为重要的录取政策指标仍然有处于可取代的重要地位[28]。在一项面向工程管

理专业(Engineering Management)、以来自军事院校背景的学员(N = 221)为主的研究生调查中，Holt 等人

发现 GRE 语言推理和数学推理对于研究生一年级和累计的 GPA 成绩都可以做出有用的预测。同时，他

们也认为 GRE 成绩无法预测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以确定问题、系统分析，并得出有效建议为核心的研究

能力被认为是该专业最重要的素养。因此，GRE 考试在该专业的选拔和预测效果上还有提升的空间[29]。 
在对刑事司法研究生录取的一项研究中，Stack 等人统计了 70 个刑法硕士研究生项目与 GRE 成绩的

相关性。总体来看，GRE 成绩与该专业研究生的学业表现关联不强。但其中一个例外既是 GRE 语言推

理的成绩与 GGPA 呈强的关联。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因为刑法专业类研究生是所有申请者中 GRE 平均

分最低的(包括该研究项目中的对象)，因此语言部分的训练必然有助于其在校成绩提高[30]。 

6. 讨论 

国外高校对于本科和研究生教育的标准和录取的因素都日益变化，不仅仅是 GRE 考试，在例如

SAT(Scholastic Aptitude Test)考试上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选择取消成绩要求。究其原因，都是因为这些曾

经被奉为金标准的留学考试并未与学生未来的学业表现展现出较强的关联[30]。同时，取消标准化考试的

尝试与西方国家在教育领域对少数族裔和多元化的关注也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在自然科学、工程、心理学、医学、人文科学等多个研究生专业，GRE 考试与学业表现

的相关性研究依然存在争议。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如心理学、教育学、法学等)，GRE 语言推

理成绩具有更强的预测性；而在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研究生中(如化学、数学、工程等)，GRE 数量推理成

绩与学业表现的关联性则更强。在心理学专业，由于申请者的 GRE 普通考试分数普遍较高，所以对其在

学业表现中的预测能力的争议很有可能是样本区间带来的天花板效应。GRE 成绩只有在一定地位的水平

内才具有与 GGPA 较强的相关性；一旦样本考生的分数超过某个阈值，GRE 成绩的预测能力反而变得有

限甚至消失。 
大多数研究均认为，相比单独使用 GRE 成绩分数，综合使用多种考核因素(如将本科学分积和 GRE

分数结合)，能够更好地预测申请者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业表现和成功程度。然而，简单使用 GPA 成绩来

作为研究生学业成功的衡量指标也并不可靠，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研究生和本科课程的成绩绩

点的变化范围有限；另一方面，教职人员在评定分数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偏差[19]。 

7. 不足与展望 

本文基于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综述了 GRE 考试在国外研究生录取和学业表现中预测能力的关联性，

并对未来的发展与研究趋势提出了一些建议。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类关联性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非线性特

点，不同的国家、地区、文化、语言、以及不同的专业和跨专业等情况，都可能成为此类研究的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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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Kuncel 等人认为由于范围限制(range limitation)和取样错误，很多认为“GRE 考试对选拔和预测作

用有限甚至无用”的观点是不正确的[3]。而正如 Stack 等人对于刑法专业的研究案例能够有效地避免这

种范围限制(刑法专业研究生申请者的低 GRE 平均分，恰好避免了与高 GRE 分数对象伴随的弱预测效度

——天花板效应，Ceiling Effect) [30]，我们有理由相信，GRE 考试对不同专业的预测性与专业本身和样

本的选取方法有极大关联。 
另一方面，对于研究生学业表现的衡量标准本身也存在争议。例如研究生课程的打分同样有可能存

在范围限制，而且大多样本的学位获取与否、获取学位时间等都是难以记录的。除此之外，标准化考试

分数、研究生学业表现和工作(职业)成功(Occupational Success)的关系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不难看出，本文关注的主题先天较为庞大和繁杂。在很多我国留学申请者和机构所主要关心的专业

与研究领域中，目前依然没有太多的、争议较少的研究结果和进展。更多与研究生学业表现有关的变量

因素也有待发现。相信随着大数据和统计学方法的不断进步，未来研究人员可以更为便捷地设计实验和

获取数据，从更完整和更长期的角度阐述标准化留学考试与学业表现的相关性，从而朝向改善测试和选

拔人才的道路迈出更深远的一步。 
无论 GRE 等留学考试的未来如何发展，有志于海外留学的申请者都依然需要具备和展示出优秀的语

言与思辨能力，并且在争取有说服力的标准化考试成绩的同时，兼顾好本科阶段的学业成绩，才能符合

日趋激烈的国际化竞争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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