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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英语专业四级考试（ＴＥＭ４）对教与学两方面都具有反拨效应。本文分析了 ＴＥＭ４对教与学的正、反面反拨
效应并提出了相应对策，以利于进一步提高英语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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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ＴＥＭ４概况

《高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大纲》（以下简称《专四考试

大纲》）明确规定，专四考试的目的是检查已学完英语专业

四级课程的学生是否达到教学大纲所规定的各项要求，考

核学生运用各项基本技能的能力以及学生对语法结构和

词语用法的掌握程度，既测试学生的综合能力，也测试学

生的单项技能。同时，也是评估教学质量，推动校际交流

学习的一种手段。英语专业四级考试（Ｔｅｓｔｆｏｒ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

ｊｏｒｓ，简称ＴＥＭ４）是尺度参照性标准化考试，考查英语专业

学生在完成基础阶段学习后是否达到了教育部２０００年颁

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以下简称《英语

教学大纲》）所规定的英语水平。全国参加 ＴＥＭ４的高校

英语专业学生，２００４年为７７３８６名，２００７年增到１２０８７７

名，２００９年激增到约 ２６万人，参加考试的院校从最初的

１５５所增加到２００９年的７９８所［１］。这１０多年的发展趋势

说明ＴＥＭ４的权威性得到了学校、教师、学生、社会和用人

单位的广泛认可和关注［２］。学校将ＴＥＭ４的成绩当作其办

学成绩的重要指标及佐证材料，教师将其视作自己的教学

成绩，学生视其为就业的重要砝码，社会以其作为判断学

校实力雄厚与否的重要标准，用人单位则以其作为评判学

生英语能力水平高低的尺度。由于 ＴＥＭ４的极端重要性，

其对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模式、教材、学习动机、学习方

法等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对ＴＥＭ４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反拨效应概述

反拨效应（ｗａｓｈｂａｃｋ），是指教师和学生因为测试而开
展一些原来没有的教学活动［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 Ｗａｌｌ（１９９３）
首先对语言测试的反拨效应进行了比较全面、深入的讨

论，提出了１５个反拨效应假设，即：
１）测试会影响教学。
２）测试会影响学习。
３）测试会影响教师的教学内容。
４）测试会影响教师的教学方法。
５）测试会影响学生的学习内容。
６）测试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方法。
７）测试会影响教学的速度和顺序。
８）测试会影响学习的速度和顺序。
９）测试会影响教学的程度和深度。
１０）测试会影响学习的程度和深度。
１１）测试会教学和学习的态度。
１２）重要的测试才有反拨效应。
１３）不重要的测试不会有反拨效应。
１４）测试会对所有学生和教师产生反拨效应。
１５）测试只对学生和老师产生反拨效应，不会对其他

人产生反拨效应。

从上述假设可以看出，Ａｎｄｅｒｓｏｎ和Ｗａｌｌ主要从学生－
教师、学习－教学两个角度和方面为反拨效应研究提供了
思路［４］。Ｈｕｇｈｅｓ（１９８９）指出：“任何一种考试都会对教学
产生两种不同的反拨效应 。一种是对教学起积极有益的

促进作用；另一种是对教学产生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反拨



作用 。”［５］

三、ＴＥＭ４对教学的负面反拔效应

作为全国性考试的 ＴＥＭ４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受到社
会的广泛认可，是许多用人单位衡量学生英语水平的重要

依据。但是，如果ＴＥＭ４对英语专业学生的重要性被过分
夸大，无疑会对正常的英语教学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包括

教与学两个方面。

（一）对教师“教”的负面效应

第一，影响教学秩序。有些院校的领导过分强调

ＴＥＭ４的通过率，将 ＴＥＭ４的通过率高低与其办学成绩的
好坏相挂钩，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成绩的重要标准，将 ＴＥＭ４
的成绩与学生的学位证书挂钩，并在考试前安排大量的

ＴＥＭ４强化训练。有关领导对 ＴＥＭ４的过于重视并与教师
的教学成绩、学生的学位证书挂钩，使得教师、学生不得不

高度重视ＴＥＭ４，使教学围绕着 ＴＥＭ４的指挥棒转动，在考
试前进行大量专四强化训练，将教学变成了典型的应试教

育，直接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

第二，影响教学内容。由于有的院校极为看重 ＴＥＭ４，
将其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成绩的标准，作为学生是否获取学

位证书的标准，加上许多用人单位规定其录用的人员必须

具有ＴＥＭ４证书。在学校、社会的双重压力下，教师和学生
必须在完成《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基础上，对学生进

行一些额外的 ＴＥＭ４训练；或者即使没有完成《英语教学
大纲》的内容，在ＴＥＭ４考试临近时，也会抽出时间安排进
行一定的ＴＥＭ４训练；或者更有甚者，在ＴＥＭ４考试之前的
很长一段时间停止《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教学，而完

全进行ＴＥＭ４强化训练。总之，在考试临近阶段，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学的重点都会或多或少地转向与 ＴＥＭ４有关的
内容。

第三，妨碍素质教育的实施。由于有关院校极为看重

ＴＥＭ４，授课教师希望自己所授班级学生的ＴＥＭ４通过率较
高，学生在基础阶段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 ＴＥＭ４，使教师、
学生将ＴＥＭ４作为共同目标。这使教师的教学成为应试教
育，学生的学习成为典型的应试学习。此时，他们只是将

ＴＥＭ４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而置《英语教学大纲》有关学
生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

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的规定于不顾。完全以

ＴＥＭ４为中心组织教学和学习，妨碍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
高和全面的素质培养。

（二）对学生“学”的负面效应

ＴＥＭ４增加学生学习负担，打击学习兴趣。由于有的
院校规定学生的ＴＥＭ４成绩与学位证书挂钩，将学生逼迫
到必须通过ＴＥＭ４不可的困境里面，给学生带来极大的心
理压力。特别是在考试临近的阶段，教师和学生都进行大

量的、超负荷的ＴＥＭ４强化训练，导致学生产生紧迫感、心

理恐慌或焦虑等。同时，有的学生认为其学习英语的主要

目的就是通过 ＴＥＭ４，除了 ＴＥＭ４，他们没有长远的英语学
习目标和计划。一旦通过了 ＴＥＭ４，便立即失去学习英语
的动力和兴趣。

四、ＴＥＭ４对教学的正面反拨效应

Ｂａｃｈｍａｎ和Ｐａｌｍｅｒ（１９９６）指出，考试的影响是大是小、
是好是坏，不是考试本身决定的，而是社会上和教学中的

许多其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６］。他们认为考试的影响由

考试本身及考试结果的用途引发，根源却在于社会和教育

系统，因为考试是为它们服务的。考试结果的用途由社会

或教育系统决定的，赋予其价值和意义。反过来，考试又

对社会、教育系统及个人产生影响［７］。《专四考试大纲》规

定其考试目的在于“以测试手段来检查外语教学质量，检

查《英语教学大纲》执行情况，以推动外语教学改革”。由

于ＴＥＭ４受到学校、教师、学生、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高度重
视，ＴＥＭ４为英语教学提供了一种科学的评价工具，在推动
高校的英语教学改革、提高英语教学质量和提高学生学习

英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方面产生了极为有利的影响［８］。

（一）对教师“教”的正面效应

第一，改进教学模式。在传统课堂上，教学模式为从

教师到学生的单向过程，教师作为知识的支配者、控制者

和传授者，而学生被动地作为知识的接受者。新的《英语

教学大纲》要求“课堂教学应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改变过去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

能力和研究能力。在教学中要多开展以任务为中心的、形

式多样的教学活动。在加强基础训练的同时，采用启发

式、讨论式、发现式和研究式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学

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最大限度地让学生参

与学习的全过程”。《专四考试大纲》以促进《英语教学大

纲》的实施为中心任务，为了使学生取得更好的 ＴＥＭ４成
绩，学校和教师必定根据《英语教学大纲》的要求，改进其

教学模式，实施“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模式。

第二，提高教学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
已研制出外语教学质量的公式：外语教学质量 ＝（学生１
分＋教材２分 ＋环境４分 ＋教法３分）×教师素质［９］。从

该公式可以看出，学生、教材、环境、教法等对于教学质量

仅具有“和”的关系，而教师对于教学质量却具有“乘积”关

系，因此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于教师。ＴＥＭ４作为全国
性标准化考试，对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成绩具有很强的

说明力，这使教师具有一种不懈的推动力，使其保持饱满

的工作热情和十足的干劲。为了其学生取得较好的 ＴＥＭ４
通过率，教师会不辞辛劳地钻研教材、备课、上课、作业批

改及给学生进行课后辅导。在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

学校的教学质量肯定能得到较大提高。

第三，修订人才培养目标。由于ＴＥＭ４以《英语教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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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为基础，各高校为了取得更好的 ＴＥＭ４通过率，必定对
其教学大纲、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目标等进行修订，以达到

《英语教学大纲》规定的目标。虽然说有些高校是为了取

得较高的ＴＥＭ４通过率而对其教学大纲、课程设置、人才培
养目标等进行修订，具有应试教育之嫌，但其仍然在客观

上对人才培养具有促进作用。

（二）对学生“学”的正面效应

第一，激发学习动机，培养学习兴趣。由于有的学校

将学生的ＴＥＭ４成绩与学位证书挂钩，加上许多用人单位
要求学生具有ＴＥＭ４证书，在学位和就业的双重压力下，许
多学生将ＴＥＭ４作为基础阶段的主要目标和动机。虽然说
这是典型的应试教育心态，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不符合

素质教育的要求，但其在客观上有利于激发学生对英语的

学习兴趣，这种兴趣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从功利主义心

态内化为对英语的兴趣甚至热爱。

第二，端正学习态度，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由于 ＴＥＭ４
使英语专业学生在基础阶段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和方

向，随着更多的学生认识到ＴＥＭ４的重要性，他们会端正自
己的学习态度，提高学习英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

明确的学习目标有利于培养和促进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可以通过专四考试的单项训练、模拟试卷或历年真题

了解到自己的英语水平及不知之处，制定出相应的学习计

划，培养自主学习能力。

第三，促进学习策略。在ＴＥＭ４的准备过程中，学生们
通过单项训练、模拟试题及历年真题等，可以比较清楚地

知道自己在英语学习方面的优势或劣势，并通过改进自己

的学习方法及策略等，通过多读、多听、多写、多看、多记单

词、短语、固定搭配、扩大阅读面等，强化自己的强项，弥补

存在的不足。

五、有关对策

第一，理顺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关系。《英语教学

大纲》规定，２１世纪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标和规格：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

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专业课程不但要提

高学生的业务素质，而且要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文

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在教学思想、课程设置、教学模式、教

学方法等方面，坚持全面素质教育为导向，坚决反对应试

教育。

第二，理顺教学与测试的关系。早在１９９５年，邹申教
授就指出，无论什么时候，教学永远是主旋律，教学与考试

是主次关系，考试只是教学过程的一个环节，考试应为教

学服务。考试的目的是检查教学效果，促进教学和提高教

学质量［１０］。《英语教学大纲》也强调，测试与评估是了解

学生英语水平、检查教学大纲执行情况、评估教学质量、促

进教学改革的重要手段。测试应既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

言运用能力，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分析能力。在教学

与测试的关系问题上，应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中心，测试为

教学服务的原则。

第三，理顺 ＴＥＭ４与多元评价体系的关系。ＴＥＭ４具
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ＴＥＭ４成绩对高校、教师及学生具有
较大的影响，但作为全国性的统一考试，ＴＥＭ４着重检查学
生的英语语言的综合运用能力，而不可能照顾到各高校的

具体情况，所以《英语教学大纲》规定“各高校还应该根据

自己的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采取多种形式对学生的素质

和能力进行全面的评估”。各高校应降低ＴＥＭ４的作用，不
将ＴＥＭ４成绩与教师的绩效、学生的学位证书挂钩，建立多
元的教学评价体系，以对教师的教学、学生的学习情况进

行全面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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