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序：使命驱动思考，数据驱动教学

使命驱动思考

作为教育行业工作者，使命感一直推动着我们不断尝试深入的研究所在领域的教学。目前中国高中阶段
的国际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未来的道路漫长。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教学的核心角色，也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对象。我们深感此时此刻的中国国际教育，亟需对于学生情况做更深入的了解和分析，从而得出准确和全面的
评价。

以 SAT 作为测试工具，学生的能力结构如何？
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的差距如何？
中国学生的数学成绩优秀，为什么 SAT 考试中数学满分凤毛麟角？
中国学生的语法学习非常系统，为什么在 SAT 考试中语法反而成为硬伤？
托福高分，为什么 SAT 的写作分数难以突破？
对于 SAT 考试，语言和学术能力哪一个更重要？
⋯⋯

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构筑优秀的国际课程；只有完成这些基础工作，才能真正的提升中国国际教
育的水平。

与学校相比，我们的优势体现在跨区域采样和研究，以及教育技术工具研发和应用，因此承担这样的学
术基础研究工作是我们不容推辞的责任。学术英语研究的成果是应该由全行业和全社会共同分享的财富。一种

希望能为中国国际教育尽绵薄之力感驱动着我们每年发布《中国 SAT 年度报告》。

数据驱动教学

SAT 作为一个成熟的标准化测试工具，过去八十年在美国乃至全球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其不仅仅作为“美
国高考”的意义存在，更多的时候，被看作是一种跟 IQ（智商）测试等价的评价系统。大量的研究表明，SAT
考试分数跟学生在大一和大二的 GPA 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关系，跟学生毕业之后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收入之间存
在着强相关关系。

SAT 考试包含了诸如倒扣分，裸分与标准分转化，写作分数作为标准分计算的系数等诸多机制，在极大
的程度上限制了“技巧”和“猜题”所能起到的作用。这使得 SAT 分数可以相当客观的评估学生的能力。这
种特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SAT 考试本身具有极其稳定的出题结构，体现在题目难度、不同难度题目之间的
比重、知识点的覆盖、题型、文章题材等方面。

中国学生参加 SAT 考试的分数分布与美国学生的成绩分布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2011 中国 SAT
年度报告》中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今年的报告更为关注的是，在这些分数分布的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中国
学生的学术能力结构常模是怎样的？英语是中国学生的第二语言，用第二语言参加学术能力考试，那么语言对
于 SAT 的成绩究竟有什么影响？ 

Data Driven（数据驱动）的理念在美国各个层次的教育中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中国也被逐步接受，其基础
工作就是研究和建立中国学生的学术英语能力结构模型（常模），并且通过比对，弄清楚语言和学术能力在考
试中所占据的比重。

今年报告的主题是“让数据驱动教学”。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秉承的思路：基于数据分析，不断调整和修
正教学的方向，基于不断的数据反馈，印证教学的效果。没有数据支持的教学，只能是一种定性的，模糊的，
甚至是盲目的教学，适用于很多人，也可能不适用于任何人。只有以数据为依托的教学，才可能是有针对性的，
精准的，高效的教学，才是能不断自我发展的教学，才是“活生生”的教学，才是有生命和灵魂的教学。

 数据是教学的驱动力，希望跟所有报告的读者分享这些数据带给我们的启示。

 回顾和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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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1 月，我们在北京第一次发布了《中国 SAT 年度报告》。那是国内学术英语领域第一次发布这
样的数据研究。社会给予了我们意想不到的热烈反应，人民日报海外版高度的评价了报告的学术价值，各大媒
体的转载量过千，我们的报告也不断的被行业内的学术专家所引用，当然也引起了很多有趣的争论。

今年，我们尝试在去年数据和今年新增样本数据的基础上，对于不同分数段的学生做深入分析，将研究
的范围扩大到 70 多个维度，专注于常模和语言与学术能力的关系。

我们希望通过逐步深入的教学研究，为社会提供一种更为理性和精确的视角。

学术研究的成果受到样本采集区域、样本数量、分析视角、分析方法、理论假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作
为一家之言，我们愿意抛砖引玉，与专家、学校、学生、家长和同行切磋交流。

吴雨浓

杜克国际教育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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