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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高考招生考试制度之比较研究
赵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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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通过对中美两国的高考招生制度作以简要比较研究，期望可以借鉴他国之优来补我国之缺，以提高我国

学生素质，进而更好地发展国内教育，增强我国教育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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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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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Chinese and America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to make a brief comparative study, hope can

learn from his country and our country to fill the shortage of our count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students, and better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to enhance China's education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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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试方式之比较

1.1 中国高考的考试方式

高考，是中国大陆高校最重要的入学考试。它由教育部统

一组织调度，教育部考试中心或者实行自主命题的省级考试院

命制试题。考试科目分为主干科目和综合考试科目，主干课目

是语文、数学、外语，这是所有考生都要考的，综合科目分为文

科综合和理科综合，顾名思义，文科生考文综即政治、历史、地

理科目。理科生考理综即物理、化学、生物。考试时间为 6 月

7，8 日（个别省除外），每一科的考试均为 3 个小时，每年有且

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1.2 美国“高考”的考试方式

在美国，没有我们严格意义上的统一入学考试制度，他们

的考试方式比较灵活，可以根据大学的人才需求，根据预期的

培养目标，通过社会考试服务机构的力量，组织不同形式的考

试，自主性较高。与此同时，这些社会考试服务机构有别于中

国，非官方的、非赢利性质的民间组织居多，经营和管理着美国

各种不同类型的考试。美国高校的录取考试大多都采用学术

能力倾向测试的方式进行，该方式考核的不是申请者对特定学

科知识的了解，考核的是申请者在高校学习的潜在能力。被高

校所承认的入学考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SAT（Scholastic As-

sessment Test），即学术能力评估考试另外一种则是 ACT

（American College Test），即美国大学测试。SAT- 1(Reasoning

Test)和 SAT- 2(Subject Tests)两部分共同组成 SAT 考试。SAT-

1 总分 2400 分，从 2005 年起改为阅读、写作、数学三门，总计

考试时间为 3 个半小时。SAT- 2 相对于 SAT- 1 而言，考试内

容涉猎范围更广，其中包括五大门主科英语、数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和外语，共 23 种考试科目。SAT-1 和 SAT-2 两部分

功能不一：SAT- 1 是必考项目，SAT-2 则是学生根据自己所申

请学校的要求以及考生自身情况自由选择 3 门。①SAT 每年考

试时间比较多，在美国举办 7 次，海外举办 5 次。美国大学测

试ACT一共分为英语、数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四门，总分 36

分，考试时间为两个小时 55 分，每年举办 5 次。最重要的是，

无论是 SAT 还是 ACT 考试，都允许考生重复参加考试，以选

择成绩最好的一次作为入学考试成绩。②

从上述所作比较可知，美国的考试方式与中国的考试方式

相比，更为多样化。在中国，高考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实行统一

的高考制度，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高考也历经了多次

改革，将高考权力下放到各个省份，实行各省自主招生的发展

模式。高考可以说是进入大学的唯一的通行证，而在美国，各

高校对考试方式具有很大的自主权，学生可根据自己所要申请

的大学再选择相应的考试方式及考试科目，考试方式的多样

化，不但能减轻学习学习的心理负担还能够利于减少因地域、

环境、种族、经济等造成的教育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考试偏向，

还有利于吸纳类型各异的人才。

2 录取标准之比较

高考的录取标准与人才的选拔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

直接决定高考选拔人才是否科学合理。与此同时，它还直接影

响着大学中等教育阶段，对高中教师的教学方式也有很大影

响，目前高考录取对分数的重视程度较高，许多教师为提高学

生的分数，采用灌输式教学方式，只重视考生的分数，缺乏对其

创新性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对此，要改变传统的高考录取标

准，制定科学的录取体系，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改变

我国应试教育的现状，还能够提高我国人才的创新性，为国家

培养优秀的人才。

2.1 中国高考的录取标准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考是“一考定终身”，除去华侨等极少

数特殊群体外，几乎所有的学生如果想要进入中国大学，均要

以高考成绩作为进入大学的唯一标准，任何题目的失分都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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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导致 12 年的努力学习付诸东流。 我国现行的高考录取标

准主要是依据学生的高考分数和所填志愿这两项指标。在录

取方面主要是依据考生的高考分数，实现排名制，择高录取考

生，这种录取方式具有一定的公平性。但是由于这种方式只是

衡量了学生的应试能力，并不能体现学生的综合素质，因此还

具有许多不足之处。

2.2 美国“高考”的录取标准

美国高校根据类型的不同，可以大体分为四种，分别是研

究性大学或学术水平较高的院校、综合大学、普通四年制学院、

社区学院和高等专门学校。学校等级层次不同，对学生成绩的

要求也不同，这点与我国的 985 高校、211 高校、省重点、一般

高校不谋而合，对成绩要求也是由高到低。但除此之外，美国

的各高校还尤为看重学生的高中学习成绩、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以及其他相关知识技能的学习潜能。

由上述比较可知，美国各高校的录取标准与中国各高校的

录取标准更为多元化。中国的高考基本上是以最后的高考成

绩论成败，高考成绩几乎是唯一的录取标准。与之相比，美国

的“高考”成绩只占录取比例的一部分，录取时还根据考生高中

时期的平时成绩、期末成绩、社会实践、特长等等作为依据，这

种从多维度、多层面对学生进行综合能力的考核方式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人才的合理调配。

3 考试实施之比较

3.1 中国高考考试实施的现状

中国的高考是由教育部统一命制实施的，在高考前的几个

月，教育部组织高考各科目的学科领域专家进行试题的统一编

制。不进行试前施测，只在试后根据学生考试数据对试题进行

难易度分析，以期来年调整。

3.2 美国“高考”考试实施的现状

美国的各种考试都是由社会考试服务机构组织实施的，大

学升学考试当然也不例外了。为了保证其测试的科学性，在考

试服务机构中，汇聚了许多学科领域的专家，不仅有教育方面

的学科专家，还包括心理学、统计学等，他们共同合作，编制科

学的试题。在编制测验之前，这些专家都要明确测试的对象以

及目的等，对测试的考查目的进行科学规划，同时还要进行相

应的试题预测和分析，充分确保试题的有效性，同时也能体现

出试题的考查效果，具有良好的区分度。③与此同时，在测试之

前，还会对考生个人考试心理技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与训

练，对考场以及监考人员加强管理。在测试过程中，尽量避免

一切干扰因素的产生。

由上述比较可知，美国考试实施与我国的相比，更为科学

化。专门化的考试测评机构，专业的试题编制团队、对考生及

考务人员的训练管理及进行的调查性测验大大增加了考试的

科学性和客观性。

4 评价内容之比较

4.1 中国高考的评价内容

中国现行高考的评价内容较为单一，基本上不参考学生的

平时成绩，我国部分省份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将学生的

平时分计入高考成绩中，但是由于我国国情的限制，这种平时

分在高考招生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且开展的省份数量较小，

缺乏普遍性，还需要不断改进。

4.2 美国“高考”的评价内容

在美国，“上大学容易，读大学难”，具体而言就是，美国的

高等学府在起点上对学生放宽条件，而在终点线上对学生实

行优胜劣汰，这也从侧面反映出美国大学对学生的开放性。概

言之，美国的高校在录取新生时主要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学生的入学考试成绩（SAT 或 ACT 成绩），学生的高中成

绩，包括平时成绩以及期末考试成绩；给定命题的论文写作；

教师的推荐信；面试；特长；参加的各种社会实践活动；种族

等。④

由上述比较可知，美国的“高考”评价内容与我国的高考评

价内容相比，更为综合化。在美国，成绩不能说明一切，学校更

看重的是学生的学力及综合素质能力。美国在评价内容方面，

不仅重视学生统一考试的成绩，还重视学生的平时表现能力，

将平时成绩计入最终考评体系。我国高考体系要进行积极改

革，关注学生的平时表现，不能只依靠最后的高考成绩评价学

生，不仅不利于对学生的全面评估，也不利于我国选拔优秀的

人才。

5 启示

当前我国已经处于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为适应全球化

发展的今天，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综合能力的人才，这一时

期的高等教育需要我们做几点改变：我们要建立多样化的考

试方式，多样化的考试方式意味着我们要改变自恢复高考以

来那种单一的高考招生考试制度，高考成绩只能作为衡量学

生素质的一个标准，在录取时还要创新考核体系，构建多层次

的录取体系，重视对学生的综合考评，完善我国的高校招生考

试制度。

5.1 高考形式多样化

统一入学考试并不是说考试形式单一性，美国大学考试兼

顾统一性又不失灵活性是由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个因素是

由非官方的社会组织负责多种考试，另外一个因素是各高校自

主选择学生的入学考试方式。鉴于当前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

化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教育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我国在坚持统一

高考制度的同时要给予高校更多的招生自主权，做到兼顾统一

又体现差异，不断扩大自主命题的权限和范围，打破现有的“3+

综合”考试模式，允许多样化的考试形式存在，高校可根据自身

学校定位自主选择考试方式，学生也可根据自身学习情况选择

适合自己的考试方式，实现学校与学生双方的自主选择权。与

此同时，可以适当增加高考次数，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减轻了学

生的负担，缓解了升学压力，仅有一次机会的考试，对于那些因

外在因素影响而没有考好的同学未免有点可惜，因为并没有发

挥出他们的真实水平。所以，应该给学生尽量多一次的机会，

确保成绩更为客观。

5.2 录取标准多样化

由于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录取标准比较单一，主要是以高

考成绩为主要标准，过分重视分数的作用，缺乏对学生的全面

测评，对此，要重视录取标准的多样化，创新录取方式。⑤目前

我国采取国家统一命题的形式，有部分高校实行自主命题，虽

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以分数衡量学生能力的现状，但是还

要重视学生的综合素质，比如通过实践活动考核、口试面试等，

衡量考生的综合素质，使得考试方法更加科学化，也有利于培

养全面型人才，优化录取模式。⑥

5.3考试编制科学化 （下转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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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能触动高考制度的前提下，目前我们可以进一步加强

高考的客观性以及科学性。在试题编制方面，要引入市场化管

理方式，使考试编制更加科学性，此外，还要借鉴其他国家的先

进经验，比如学习美国的考试测评模式，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加以灵活运用，进而构建科学的考试测试体系。由于我国传统

的测评模式比较单一，试题类型以及内容等比较固化，需要根

据社会的发展需求，根据学生的学习能力等进行改进和完善，

丰富试题的内容和题型。

5.4 考试内容丰富化

当前我国各类考试都偏重对学生陈述性知识的考查，并因

此而影响了我国初中等教育的目标及教学内容。目前所倡导

的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学生的三大能力：能够对已学知识进行理

解运用、能够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探索以及能够在知识基础

上有部分创新。对此，在考试内容方面，要关注学生的学习能

力，重视培养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避免过度灌输，改变传统

的测试方式。除了学科知识的考查，还应对学生的兴趣爱好进

行了解，所以还应通过可预测的考查方式对学生的个性、特长

以及发展潜能进行预测评估，将测试重点放在学生运用所学知

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上，做到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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