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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的 SAT久為人批評只淪為衡量學生考試技巧的工具而已，再加上擁有 17

萬學生、全美最大 的加大系統 一再抱怨 SAT測不出學生實力， 且揚言將不再採
納其成績，美國大學教育理事會為因應並求能真正測出考生在高中實際的學習成

果，於 2002年 6月宣佈革新 SAT考試，並規定自 2006 及其後申請大學的高中畢
業生必須具有新的 SAT 成績。 

首試將於 2005 年 3月登場，現階段新舊並列，升 11年級的莘莘學子真是徬
徨，究竟考那一個有利？還是兩個都得考？而大學也有不同的意見：有的表示可

任擇其一 ，但如果兩者兼具 ，將予以優先考慮、而加大則表 明只接受新的。各
界看法分歧、時間又不寬裕 、再加上新制的測驗形式確有重大改變， 學生不免
嘆生不逢時。新制除比舊制多 45分鐘 總測試時間為 3小時 45分，內容也多所革
新： 

1.除了原有的數學及語言兩大項外，新增作文部分。它包括 35分鐘的選擇題及 25
分鐘的論文寫作。每部分滿分為 800所以整體滿分堤高為 2400。 

2.語言部分改名為「思辯推理」。取消久為人垢病的相似類比，以思考推論及單句
的閱讀取代，務期測試出學生真正的辭彙量及閱讀理解程度。 

3.數學的難度提高。除了幾何、代數、函數外新增數據資料分析、概率及統計等全
新內容。 

 大學升學競爭日益激烈，好的 SAT成績至關重要，又不巧遇到新 SAT，學生
真是面對空前的壓力。但總要知彼才能從容應付，因此除積極向學校老師、大學

等各種管道請益外，更不吝化大錢註冊有名的考試輔導機構， KAPLAN及
PRINCTION REVIEW等都 是空前熱門、學生倍增於往昔。 

 美國大學教育理事會勸學生不要太緊張，SAT一年舉行多次，不理想再考的
機會很多；大學相關主事人員也鼓勵學生以平常心處之，太注重 SAT而忽略了同
等重要的學校成績及其他課業活動表現， 一樣進不了理想的大學，反而得不償失。 

 雖很難預估有多少學生會考新的 SAT，但十年前 1995年的高中畢業生同樣面
臨新舊並列的情況，大多數都報考當時的新版試題，再說有些大學雖表示接受舊

制成績，但為彌補寫作之不足，多另列補償措施； PRINCTION REVIEW勸學生
著眼新制， KAPLAN則鼓勵倆個都考。緣此，絕大多數的學生會怎麼選擇似乎也
很明確了。 

 
資料來源：07.25.2004 / 洛杉磯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