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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T test result is one of the application requirements of many universities in America. In June 
2018,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stated that, starting from 2018, applicants did not need to submit 
SAT test result, and nearly 200 universities were expected to make the same decision. This policy 
reform has caused discussion in China. One possible reason is that Chinese students are said to 
have good SAT scores, and this policy may have an impact on Chinese stud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washback effect and societal impac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licy and the test, with a particular focus on the students’ perception and point of view regarding 
University of Chicago’s policy. The study found that policy reform does not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choice to prepare for SAT. Also, students believe test score reflects their personal 
ability and value, and view the test result as the representation of their “investment” which can 
enable them to join the imagined community. Moreover, test impact on institutions and teachers 
will indirectly affect students, which may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students. Finally, this 
study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institutions and test preparation cours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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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AT考试是美国大学要求申请人提交的成绩证明之一。2018年6月，芝加哥大学官方声明不再强制要求

申请人提交SAT成绩，并有近200所大学预计做出同样决定。此改革在中国引起了一系列讨论，原因之

一是中国学生SAT成绩非常有优势，故此政策可能对中国学生造成影响。本论文依托考试反拨效应和社

会影响理论，探讨该政策和考试之间的关系，并重点研究学生对此政策的看法和感知。研究发现，政策

改革对学生是否选择备考SAT无很大影响，同时学生认为考试成绩可以体现价值，是一种个人“投资”

结果的呈现、并帮助他们加入未来的想像共同体。而且，考试对机构和教师的影响会间接作用到学生身

上，对学生影响更大。最后，本研究给培训机构和备考课程教师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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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SAT 考试，全称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中文名为学术能力考试，是目前美国大学入学环节需要申

请人提交的证明材料之一[1]。SAT 由美国大学理事会负责管理，由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负责规划和开

发[2]。SAT 可以追溯到 1926 年，迄今已经有 92 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很多次改革，最新改革的 SAT
考试在 2016 年开始实行[3]。根据对美国排名较高大学对 SAT 作为入学考试要求的调查，67%的大学要

求是“considered”，即成绩被考虑；19%的大学要求“recommended”或“recommended strongly”，即

建议或强烈建议提交成绩；7%的大学要求是“alternative”，即可以用其他成绩替代；6%的大学是

“required”，即必须提交[4]。可以看出，一直以来，美国大学对于 SAT 考试成绩的态度是抱着一种参

考性，即将成绩作为选择和招收合适申请人的一种参考。但是 2018 年 6 月，美国芝加哥大学一项对 SAT
要求的政策改革却在中国引起了很大的声音。根据芝加哥大学官方声明，自 2018 年开始，对于 SAT 成

绩的要求将从“considered”变为“alternative”，而且有接近 200 所美国大学继而做出类似的动作和政策

改革[5]。根据中国媒体数据显示，国内相关部门，如媒体、培训机构等，基本都认为由于中国学生的 SAT
成绩较好、尤其是数学模块的成绩更是非常高，因此此项政策决定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中国学生的心理

和备考选择[5] [6]。 

2. 考试影响 

芝加哥大学的政策改革也体现出考试的反拨效应和考试影响。根据反拨效应理论，考试可以影响个

体，即利害关系者，可以影响教师、教学、学生、学习[7]。不仅如此，考试还会影响到大学招生，即如

何使用考试成绩来合理选择未来学生[8]。在这个如何使用的过程中，考试可能会造成积极的影响，也可

能会产生消极的影响[9] [10]。从考试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如果成绩使用的方式、解读的方法等和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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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体系、价值导向一致或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那么考试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反之，如果大学对

考试成绩使用方法或解读方法无法和大学的教育体系或价值体系保持一致，那么这个考试就产生了消极

的影响[10]。根据 Bachman 和 Palmer 的理论体系、结合芝加哥大学招生政策改革，SAT 成绩和芝加哥大

学教育体系的价值并未保持一致[8]。大学对于未来学生的定位和学生的成绩的高低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

一致。芝加哥大学表示，SAT 考试成绩作为入学考量标准对大学招生有一定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一些成

绩较高的学生在后期的大学学习中，其学术能力无法达到校方要求。另外，不论是对于 SAT 考试还是其

他的考试，如托福 TOEFL 考试，备考过程中考试产生的反拨效应、以及考试造成的一种长期影响和学生

在后期的学习和学术生活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11] [12]。因为学生是考试中所有涉及的利害关

系者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8]，所以在这种政策变化的时候，学生们的声音是需要被听到的，他们的想法

和感知也需要调查。由于参加 SAT 考试的中国学生数量很庞大[6]，中国学生如何看待对政策改革、改革

可能造成的影响、考试的影响，都是需要被了解和研究的。 
研究问题： 
因此，本研究结合芝加哥大学政策改革和考试的影响学说，探讨考试利害关系者，即中国学生对此

政策的感知和看法。 

3. 研究方法和研究发现 

3.1. 研究方法 

本研究有两个特点。第一，尽可能引出新观点。中国学生需要根据芝加哥大学提出的招生政策改革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并在研究过程中尽可能让学生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并且这些想法都是基于学生

的个人经历，如备考过程中的经历[13]，并且在表达的过程中，很可能有一些比较不太相关的信息也可以

循序渐进地出现[14]。第二，研究访谈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师生关系”需要尽量最小化。由于研

究者是教师身份，而研究对象是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一种权威的差异性。所以，在研究中，尽

可能减少权威差异、尽可能形成一种研究中两者关系的平等性[15] [16]。第三，学生在研究过程中可以自

在、自然地回答问题，并让研究数据尽可能真实化。本研究的问题并非是非常敏感话题，但是涉及到让

学生回答题目时候需要自在[17]，并且确保不同的学生在回答的时候可以给予不同对待[18]，以便最大化

地将访谈逐步转变为日常对话[19]。 
根据以上研究属性，无结构化面试这种研究方法非常适合本次调查。通过无结构化面试，可以最大

化地让学生表达观点、降低访问者和被访者的权威级别性、同时可以让访谈过程很自然、轻松。 

3.2. 研究对象 

本次研究对象需要满足：首先，根据考试的影响理论和反拨效应理论，备考过程的经历对于利害关

系者的影响最大[20]，因此研究对象需要是目前正在准备或即将准备 SAT 考试、并且决定将来前往美国

大学读书的中国学生。同时，为了增加差异性，研究对象最好来自不同地方[21]。因此，研究者联系了北

京、西安和大连三个城市中三所私立语言中心作为中间人，让这三所语言中心协助联系潜在调查对象。

由于正值暑期，语言中心学生数量非常多[22]，加之研究主题对于准备 SAT 考试的学生很有吸引力[8]，
三天之就有七名学生愿意参与调查。最后，考虑到学生的背景、学习经历的一致性，最终选择了其中四

名学生做无结构化面试访谈。以下是学生情况(均为匿名，且所有未满 18 周岁的学生也均通知其法定监

护人并得到认可)。 
1) 蓝澜，女，就读某高中国际部(班级内学生毕业后均前往国外读书)，现为高中三年级(对应中国学

制)。托福考试成绩 109，正在进行 SAT 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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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汤苏，男，就读某国际高中读书，现为高中二年级(对应中国学制)。有托福考试备考经历，明年

参加 SAT 考试。 
3) 吴岳唐，女，就读某普通高中，现为高中一年级。备考过雅思考试，正在准备 SAT 考试，但是

由于学校的要求，有可能不参加考试。 
4) 魏加，男，就读某国际高中，现为高中二年级(对应中国学制)。已经参加过托福考试，参加过一

次 SAT 考试，成绩不理想，希望再次参加考试。 

3.3. 主题呈现 

考虑到时间成本，本次无结构化面试访谈均通过电话或微信通话进行。考虑到无结构面试存在时间

可能会持续非常久的情况[23]，而且不确定因素较多[24]，基于整体的研究问题，访谈中设定了两个基本

问题： 
第一，你如何看待本次芝加哥大学宣布不再强制要求 SAT 成绩作为入学要求？ 
第二，在备考过程中，是否存在心理因素影响？ 
我首先和魏加进行试验访谈，以确保整体接下来所有访谈的基本问题和可能存在的延伸问题比较合

理[25]。第一个访谈持续时间三十分钟左右，在预期之内，其余的访谈也都持续三十分钟左右。其中，一

名学生(汤苏)持续时间接近一个小时，因为他对于考试提出了一些很独特的个人见解。接下来，本研究将

总结和呈现访谈中出现的一系列比较显著和重要的主题，同时对这些主题进行分析。 
主题 1. “我不认为我会受到影响” 
非常有意思地，所有学生对政策改革的第一反应都是不论是否申请芝加哥大学，他们都不认为此政

策会影响到他们的 SAT 备考。访谈数据节选如下： 
蓝澜：我不认为我会受到影响，也许其他大学还是需要的。 
吴岳唐：如果只是建议(取消)、不强制(不需要成绩)，那么我就准备学。因为，感觉多少还是有优势的。 
魏加：如果一定不用(我提交成绩)，我就不考，否则还是准备。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四名学生对芝加哥大学政策的第一反应就是不会受到影响，仍然选择备考和学习 SAT。主要的原因

是学生认为政策改革语言不绝对，同时，从考试心理角度来看，Kirkland 早在 1971 年就指出，很多考前

培训、对考试的一种预期等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一种心理因素[26]。这三位同学的想法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 
但是，汤苏的想法却不一样，因为他认为备考是提升能力的方式，不论成绩是否是必须的，他也会

选择备考学习。具体如下： 
汤苏：不管如何，我觉得 SAT 的备考过程是一个学习和提升自己的能力的过程，我一定会选择备考

这个考试。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这个发现很有意思。根据以往考试反拨效应的研究结果，学生学习内容经常会受到考试影响，即考

试会直接导致学生学什么、不学什么；而且，如果考试成绩不是申请学校的必须品，那么基本上学生就

不会选择去学习和准备这个考试或考试的某一个部分[27] [28] [29]。反之，如果某考试要求或政策有变化，

学生的学习内容也会随之更改[30]。但是，汤苏的想法恰恰相反，但由于这个方面更多是关于考试对学习

的反拨效应，所以并没有过多研究，但是接下来计划会针对汤苏的情况做跟踪调查。 
依据这个调查结果，学生的心理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26]、会认为政策和实际招生操作的影响因素

有很多。所以，从“保险”的心理角度出发，学生仍会选择备考。下面第二个主题更加说明了学生的“保

险”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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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 2. “多少还是有优势的。” 
第二个重要主题是学生认为考试成绩仍然是体现自己能力的一种方式、是自己的一种“优势”。具

体如下： 
蓝澜：考试成绩基本大家都有，所以，我也需要。 
汤苏：就算不强求，我也觉得有必要……有一定的心理作用在，即使(学校明确表明)完全不用，我也

觉得需要准备。 
吴岳唐：感觉(考试成绩)多少还是有优势的……尽量准备越多越好的材料，如果别的学生有呢，那怎

么办。 
魏加：尽可能准备多一点有利自己的材料。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考试对学生的情绪和心理影响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四名学生都表示 SAT 考试成绩是提升自己优

势、并且提升自己和其他学生的竞争力。有研究表示，中国学生在学习方面存在一定的攀比性或比较性

[31]，而面对高风险 SAT 考试和大学政策变化，学生的表现也体现出来他们在比较和竞争。通过访谈，

四名学生的潜在比较对象是同样进行申请、几乎从未谋面的学生。从社会语言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几名

学生在备考过程中似乎将自己定位到 Anderson 提到的“想像共同体”中[32]。他们期待，或更确切地说，

他们有欲望让自己加入到由外国学生和外国教师等组成的“想像共同体”(即美国大学) [33]。为了达到这

个目的，他们会付出一定的投资(investment)。而 SAT 考试成绩就是这个投资中的一项[29]。因此，从社

会语言学角度，学生会认为这项考试成绩是一种投资或付出的象征，所以即便政策有变化，但是为了加

入共同体，他们还是会增加投资的筹码。 
根据此项调查结果，考试成绩的意义不仅仅是分数，更多是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已经将其看作一种投

资的回报、认为成绩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学生自身“价值”。可以看出，政策影响的力度已然无法压过

考试成绩对于学生的意义的力度。 
主题 3. “我的老师和我讲，你还是有成绩更好。” 
那么，根据前面两个主题，不论是心理因素、提升能力的想法、还是将成绩看作自身价值体现，学

生备考是会受到多方面的影响。在无结构化访谈过程中，一个新的主题呈现出来：对于备考的选择，什

么因素对学生影响最大。具体访谈内容节选如下： 
蓝澜：这个考试历史太久了，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只能说老师(语言中心的咨询教师)让我

准备，我就只能准备了。 
汤苏：新闻太多了，那么多宣传的新闻，我怎么能不受影响呢。 
吴岳唐：哪怕我在美国的时候，也会有影响的。周围中国学生还是挺多的。 
魏加：我的班级里基本都在学习，他们也都是因为媒体，现在网络啊，微信啊，信息太多了，每天

都在轰炸，而且都非常相似。想不信都难。 
(节选自访谈内容数据) 

SAT 备考课程是一个“highly lucrative field”，即很盈利的产业[34]。结合考试对利害关系者的影响

原理[8]，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很多考前培训机构，例如美国的Kaplan就是规模很大的SAT培训机构[35]，
还有例如中国的新东方和好未来[36]。不仅如此，随着微信公共号、自媒体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大量考试

信息每时每刻都在更新，而和考试有关的信息更是层出不穷[37]。这些信息对考试培训机构－也是考试利

害关系者－的影响也是考试的一种反拨效应[38]，考试会不断影响和作用到培训机构，影响其课程、教学

和意识[39]。不仅如此，这种反拨效应对备考课程教师产生影响会继续作用到学生身上。本研究的四个学

生不约而同地表示，他们每天都可以接收到很多关于考试的信息、还有培训老师给予的建议和信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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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这个层面上，考试的影响从对培训机构和教师进一步作用到学生身上，而根据学生们的感知，这

种影响似乎更大。 

4. 结论和建议 

调查结果显示，首先，大学招生政策对学生是否会选择 SAT 备考影响不大。从心理因素出发，学生

们认为成绩一直是一种需要，自己拥有成绩会相对来说保险；从提升能力角度出发，备考是一种学习过

程。第二，对学生来说，考试成绩逐渐变成一种投资结果的体现，可以让自己“升值”，而这种“价值”

是让他们加入到自己理想中出现的国度/社群的必要条件，所以他们还是会继续选择备考。第三，本研究

发现，考试对于机构和教师的影响会通过他们继续作用到学生身上，而这种影响的效果非常大。学生普

遍会选择相信培训教师的建议和言语。 
本研究的建议首先给予机构和教师，建议在对于官方信息解读需要准确、到位。因为很多官方信息

的语言非常精准而且会很到位地打磨[40]。所以，建议在解读这类信息的时候，做到客观、公正，不要加

入主观因素。同时，根据本研究的发现，有一名学生表示即便确定不要成绩，他也会选择备考，同时四

名学生都表示成绩可以体现自身“价值”，那么未来的研究可以从考试对于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入手进

行研究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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