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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速递 A11
线索一旦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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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民生分析

两次事件
!""多名学生受影响
三天前，参加了 !月 "!日美国

中学入学考试 !!"#$%&'() !*+$$,

-&./00/$% 1"02"简称 3!-4#的中国
地区 #$%名学生收到了官方的一封
邮件称：考试委员会决定取消这些
学生的 &''() *(+(, !5至 66年级$

--./考试成绩。无独有偶，一个月
前，英国雅思考试官方对在中国举
行的六场雅思考试进行抽查，并宣
布永久撤销部分中国考生的成绩。
丁琪在徐汇区一所民办中学读

高一，!月 "!日刚考完 --./ 准备
申请美国高中 "0年级的入学。10

月 23日上午 !时，正在上课的上海
高一学生凌云接到成绩可能取消的
消息后上网查看，发现前两天刚拿
到的 2"2!分成绩已显示为“取消”。
小丁有点无奈地说，事情太突然，把
他的留学申请全部打乱了。“本来拿
到成绩就可以开始着手准备申请
了，现在还要准备重考，也不知道
""月份的考位有没有。”

! 月 "! 日的 --./ 考试，是
--./ 考试中心针对北京和上海的
加场，当日参加该考试的考生一共有
4$%名。而对于取消成绩的原因，
--./5%7384考试委员会$在官方邮
件中并未直接说明，而是表示：“经过
对所有 &''() *(+(,成绩的认真分
析，考试委员会认为有足够充分的理
由去质疑本场考试成绩的有效性。”
大约一个星期前，还有一批中

国考生也收到成绩被撤销的邮件。
从今年 %月份开始，北京、上海、长
沙、南京等地连续六场次的雅思考
试被例行抽查，不仅导致大面积考
生成绩延迟发布，雅思官方更在抽
查结束后宣布永久扣发约 4$0位中
国考生的成绩。

出于审查程序和方式的保密
性，两项考试不仅官方回复的内容
相似，引发官方质疑的原因也高度

雷同，都是因为成绩太过“完美”而
显得不真实。--./考试委员会则表
示，中国考生在本次考试中出现了
高分数考生较多的情况，这让考试
委员会产生了怀疑。据悉，4$%名考
生中考了 2670分满分的就有 8个。
和 --./一样，雅思官方在最终告
知邮件里解释说：只有在主办方拥
有充分的证据判定考生有可能违反
了雅思考试的规章制度，并且导致
无法保证成绩如实反映该考生的真
实英语水平时，雅思成绩才会被永
久扣发。

高分太多
都是“押题”惹的祸？
前 -./考试培训名师、沃邦教

育创始人王文山从事培训行业已有
近 20年历史。他说，其实海外考试
关注中国学生“高分现象”由来已
久。“从 --./、雅思到 -./，中国考
生已多次在全球外语水平考试中被
抽查。200"年，美国 9:;及托福测
试主办单位 ;/- 董事会就曾发函
至全美各大学，要求特别注意审查
中国内地申请入学学生的相关考试

成绩。前几年，-./中国区作弊丑闻
不仅导致个别考场考试成绩无效，
同时也刺激了 -./的大幅改革。”
“多年来国内培训机构都通过

押题、泄题的方式来提高学生的考
试成绩，这已经成为了行业内的不
成文规定。”王文山说，培训机构或
通过考生回忆或专门派人去参加考
试，把题目记下来，形成一个真题
库，也就是所谓的“机经”。“以前，
-./ 考试泄题钻的就是时差的漏
洞。北美考试和亚洲考试试卷是相
同的，但北美开考时间比亚洲早 32

小时。在美国参加完考试的考生把
这些未公开题目公布在亚洲，等美
国大学理事会拿北美题目来亚洲考
的时候，很多人手上已经有这部分
题了。”目前已在美国读大学的沈捷
说，去年他参加 -./ 考试时，就有
同学从培训机构那儿提前拿到了部
分真题。

“而 --./则存在一定的监管
漏洞。其一，它在国内的考试本身都
是由机构来组织的；其二，它是纸笔
考试，试卷会提前一天抵达考场，然
后封存起来。这就存在一定的风

险。”王文山说，此次 --./事件虽
然有买卖答案的传言，但可能还是
押题惹的祸。

押题泄题
在国外都属于舞弊
有不少此次被取消成绩的考生

觉得委屈：我们只是去上了培训班，
又不是去买答案，正好培训班“押中
题”，怎么就算违规了呢？汉通教育
创始人吴越说，国外的许多考试包
括雅思、托福、-./等，都是由第三
方机构来主办。“不像我们国家的高
考，题目是每年出新鲜的。此类考试
大多有一个题库，每次试题都从题
库中抽取。中国学生和中国的培训
机构会通过题海战术，大量做真题
训练，大大提高答对率。这种方法在
国内看起来是天经地义的，但在英
美国家则行不通。培训机构获取的
‘题库’并不是官方发布，这在美国
会被看成是非法的舞弊行为，至少
也是‘其他不正当方式’，这就是两
国的法律思维差异。”
美国大学理事会 .<、-./考试

副主席王湘波博士说，类似于 .<、

-./、托福、雅思这类标准化考试，考
前都会和学生签一份诚信合约，学生
要承诺参加考试绝不会有作弊行为，
或通过其他不当方式来获取分数。此
外，不准在考试后将考题透露给他人
也会在承诺书中有所要求。

敲响警钟
诚信危机已经存在
不少教育专家认为，少部分人

的投机取巧，已经令中国学生的诚
信遭到了质疑，这对踏踏实实的优
秀学生来说并不公平。上海万科双
语学校校长陈舒认为，其实中国学
生考出 --./或 -./的高分已经是
很正常的事，单纯地以怀疑和歧视
的眼光看待中国学生的成绩和中国
的教育水准，是不公平的。她说：“以
万科实验学校全英语教学班学生去
年的成绩来看，--./的平均分就超
过了 2300分，最高分超过了 2400

分。我们学生的英语成绩已经超过
在美国的同龄学生，因为我们的教
学是与他们同步的，聘请的又是最
好的老师，家长也是全力支持孩子
学习，所以根本不用上校外培训机
构，照样可以考出高分。如果拿美国
公立初中的平均水平来和我们比，
我们肯定是领先的。”
吴越说，标准化的语言考试虽

然并不是唯一标准，却是基础筛选
的工具，接二连三的事件让海外院
校对考试成绩的参考价值打了折
扣。“申请学校只能多一些考察手
段，这会加重工作量。对中国学生，
可能要提供更多东西，来证明自己
的实力。”
不过，也有不少专家认为，风波

并非坏事。王文山说，对考试主办方
来说，管理确实是有漏洞的，需要加
强监管，而从长远来看，对中国学生
的诚信冲击影响应该不大，中国学
生的勤奋和好学度其实已经在海外
院校得到认可，就像股票一样，虽然
有小波动，但大盘整体还是上涨的。
“但是事件仍然给中国学生和家长
敲响警钟，短期内靠经验提升英语
考试成绩只是留学申请过程中的投
机取巧，而不是真正提高英语水平，
到了国外学校就会原形毕露，出现
跟不上学习、甚至退学的情况。”

本报记者 马丹 王蔚

英国雅思!美国 !!"#接连大面积取消中国考生成绩

中国考生诚信为何屡亮“红灯”？
一个月之内，为何中国学生接连在全球外语水平考试中遭到质疑？虽然两项考试主办

方只是官方回复称：有充分的理由对考试成绩的有效性进行质疑，但业内人士说，很可能
是中国考试培训机构长久以来的泄题、押题所致。“不管出于何种原因，类似事件频出已令
中国考生诚信受到冲击，机构、学生、家长都要敲响警钟。”

! 出国考试产业已具较大规模 图 #$%

! ! ! !考试组织方 --./ 委员会
首席战略和服务官妮科尔·索齐
30月 23日向媒体证实，这一机
构已经取消今年 !月 3!日中国
地区“--./高级考试”所有考生
的成绩。索齐在邮件中写道：
“就 !月中国考区 --./成绩取
消相关事宜，--./ 委员会已经
与我们的合作学校及相关 !考

生$家庭进行直接沟通。”而本
报记者进一步联系 --./ 位于
新泽西普林斯顿的总部时，一
位叫特罗里亚的工作人员表
示，--./ 考试委员会没有在官
方网站发布通知，也没有向中
方管理中心提供关于取消成绩
原因的具体解释，但已通过电子
邮件等方式通知所有相关考生，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说明可以提
供”。根据考生和家长的反馈，
--./已经将相关考试费用退还
给考生，意味着成绩被取消已无
法更改。

创办于 3!$% 年的 --./ 考
试在国内知名度越来越高，但
由于这项考试成绩只对美国、
加拿大私立中学有效，因此对
于就读公立学校的美国学生而
言并无意义。美国媒体对本次事
件的报道很少，但在南加州等华
人聚集的区域，此次事件
还是在相关教育培训和留
学中介机构中引发了不小
的震动。

一位在美从事中学教
育的人士透露，此次事件

或引发 --./管理机构对目前考
试方式进行改革，因为“中国国
内一些培训机构对 --./考试进
行押题是公开的秘密”。洛杉矶
知名律师邓洪表示，中国考生再
度卷入到这次的事件中，必定会
影响整个美国教育界对中国考
生的看法。“考生和家长需要反
思，但最值得反思的是那些培训
机构。”

驻美记者 徐东海

!本报洛杉矶今日电$

美国业界称或引发改革

! ! ! !“国外考试机构取消中国内地考
生成绩，不是对中国考生的歧视，而是
出于对考试评价质量的自救。”教育
时评专家熊丙奇认为，一系列的针对
中国学生的质疑事件，其实对改变国
内教育特别是应试教育也会有着相当
的启示作用。

他说，国外考试的评价功能远大
于选拔功能，招生学校会把成绩作为
评价学生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指
标，还会看学生的其他表现。假如评
价并不能真实反映一名学生的能力，
招生学校非但不会招这名学生，而且
连这一考试，也可能不再认可。这就
是国外考试机构要严肃调查考试违规

的重要原因。与国内考试现场查出学
生作弊不同，国外考试机构，会把考生
套题、押题也视为违规，因为靠这种方
式得到的高分，不能真实反映学生的
水平。如果考试机构对此视而不见，招
生学校发现学生的考试分数很高，实
际能力却很差，就可能取消对这一考
试的认可，考试机构也就无法再生存。
上海英锐教育教培负责人王凯提

醒，这次事件对中国培训业颇多启示，
乃至对中国的教育方式、学生的学习
方式都有警示作用。他说：“我在美国
学习过。我记得有一次，一名中国学生
做作业提交的答案都是网上搜来的
‘标准答案’，此事激怒了校方，对这位
学生作出了退学处理，理由就是‘不诚
信’。在国外，作业诚信和考试诚信都
看得比天大。” 本报记者 王蔚 马丹

对中国考试改革颇有启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