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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8_80_83_E7_c86_644920.htm 北京一位GRE考生齐

心(化名)说，考试就是一道程序，活性很低，属于典型的‘

有迹可循’。从概率的角度讲，既然有迹可循，那么‘真题

’是提供直接经验的很好渠道。 11月8日，国内某知名购物网

上看到，销售较好的一组GRE(美国研究生(论坛) 入学考试记

者注)真题“最近成交97笔”，总共售出218件，价格为每份38

元，包括北美、国内的三套GRE历年真题。 或许就是这些真

题，让刚刚参加过GRE考试的考生吃了大亏。 武汉工程大学

的熊健就是其中一个，10月23日考完当晚，他便估算出了自

己的分数。 “今年的类比、反义跟2005年6月的GRE考题一模

一样，所以有答案。”熊健告诉记者。但因为之前复习时没

有做过这套“真题”，熊健有些“不爽”。同样在这天考

了GRE的清华大学学生林君(化名)虽然做过原题，却因为没

对过答案而将其“忘得一干二净”。 4天后，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以下简称ETS)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了一则公告，

称10月23日在中国举行的GRE普通考试“错误使用了往期考

题”，“为确保GRE考试成绩的效力，ETS作出了艰难的决定

：取消所有参加2010年10月23日中国大陆地区GRE普通考试的

考生成绩”，并将提供3种补救措施。 该公告被媒体和网络

转载后，旋即引起了许多中国考生的极大关注。 重复出题？

真题万岁！ 面对这种情况，熊健表示，自己的心情“很复杂

”。 从今年6月开始准备GRE考试，熊健经历了“痛苦”的4

个月。一边以“一天3个词条，17天过一遍”的速度啃GRE“



红宝书”的词汇，一边按“先一天1篇，然后一天4篇”的进

度练作文。他参加了上机的作文考试后，而在临近第二轮考

试的前一周，熊健进入了做模拟考题和看“机经”(指GRE机

考的经验)的复习阶段。考试前两天，他甚至连续熬了两天夜

复习备考。 在回忆起考试当天的情景时，林君和熊健都表示

感觉时间不够用。“有人答得很快。类比和反义一般30分钟

答不完，但有的人提前几分钟就写完了，坐着翻页检查。”

熊健说，“而我答得赶死了”。 从网上得知考了原题后，熊

健表示自己有些“后悔”没看真题。“考雅思的时候听力就

有两个部分是原题，这次也没长记性。”他说，GRE的类比

和反义是很难、很拉分的部分，“如果数学什么的考原题，

谁管啊，而且考查语言运用得像托福、雅思这样的考试，透

题价值没有类比和反义高，很多口语、作文题都可以自己编

。” 尽管曾经做过2005年6月考的原题，但是林君当时没有对

答案，也基本忘记了题目。 随着有留学意向的年轻人越来越

多，参加托福、GRE等“洋”考试的中国考生数量也日渐增

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火了国内外语培训。此外，也有一

些参加过“洋”考试的考生会在网上分享备考或应试经验针

对GRE考试的“机经”就是其中一例。 百度百科上对“机经

”的解释说：由于GRE机考的试题随机选择并重复出现，当

基数足够大的时候，所有题目会对应一个较为可靠的出现频

率。有较高频率出现的题目，同样也有较低频率的，也有从

未出现过的。由于随机选择也有一定规律，历史上的高频题

目会在以后的考试中相对更容易碰到，所以很多考生通过机

经的总结来有针对性地复习试题，以达到最佳的考试效果。 

但在此前的GRE考试中，尚未发生过使用往期考题的先例。



在11月2日更新的公告中，ETS也再次表示此次“人为差

错(human error)”是“孤立、不寻常的，且仅仅发生在中国

”。 尽管如此，在准备托福、GRE等“洋”考试时，做真题

、看“机经”已经成为很多考生的备考方式。 “真题一般是

通过老师参加考试来获得的。”在国内某知名培训机构

教SAT(俗称“美国高考”)的闵谦(化名)告诉记者，“如果是

教阅读的老师，文章比较长，主要就看一看与过去的试题有

没有变化，有没有新的出题规律。因为像托福阅读，重复率

还是很高的。”他说，基本上每一个“教考试”的老师，自

己都要去考试，且除非考得特别好，考试费一般都由老师自

己出。“我今年考过一次SAT了，12月还要去考一次。” “

但是没有一家出版机构和培训机构会贩卖真题，在我们这里

，也不会将真题作为教材。”闵谦说，“但是在网上是能够

买到真题的，一旦一个人归纳出了真题，网络上就都有了。

” 网友“梦幻之都”曾发帖回忆他所参加的某次托福考试：

“虽然考试前也在ETS的保密协议上签了名，但还是决定背

弃ETS来此发表‘机经’。因为作为一个曾在国内考过‘机经

’的中国人，我对中国人考托福的艰难深有了解，也非常不

满ETS昂贵的考试费和不人性化的考场环境，所以我竭尽所能

地回忆了今天的考试，但愿能对大家有所参考。” 真题备考

的热与冷 真题，在网络上的解释是：真正在省级以上测试中

出现过的原题，多出现在考试资料、练习册中，与之相对应

的，是教材、辅导资料、练习册中出现的、由编者原创的题

目。 除了英语相关的考试，其他语言类考试都有传授真题的

复习模式。例如在针对日语考试J.TEST和JLPT的培训班上，

真题训练也是其中一个环节。 在中国，用真题备考的方式显



然不仅仅存在于“洋”考试中。在书店里，历年各地中考、

高考的真题集和试卷琳琅满目。“从小学就开始做真题了，

考各种中学的真题。”熊健说。 甚至连幼儿园升小学的试题

也在网络和手机报中被传得火热。在《“幼升小”名校试题

精选》的网络“红”帖中，列举了北京各小学的“幼升小”

入学试题： “小鸡和小鸭一起在路上走，小鸭掉到坑里了，

小鸡应该怎么把小鸭救上来？” “动手题：一张纸撕一次变

成三张、一张纸撕一次撕出4个口、6根牙签摆出5个正方形

、4根牙签摆出3个三角形⋯⋯” 中国学生为了应付各种考试

，以越来越小的年龄开始了他们与真题的“亲密接触”，熟

悉并应对各种各样的考试套路，拿到高分，进入更高、更好

的教育环节。 与中国学生相似，韩国学生对于真题的信赖和

重视程度也非同一般。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

．100test。com) 金容恩是清华大学的韩国留学生，她告诉记

者，在韩国也有专门针对托福、GRE考试的培训机构，很多

备考的学生都会报名参加。“有老师上课时自己说，他们

在ETS工作，偷偷来教课，透露一些题。历年的题就是这么来

的，因为老师也是出题人。但是他们必须保守秘密。” 除了

收集GRE、托福的原题，在韩国学校平日的学习考试中，收

集真题也是常见的现象。金容恩说，与中国类似，在韩国学

生也喜欢向高年级的学姐学长索要过去的试题，因为“有的

重点题目会重复考”。 “现在中国人中流行的GRE‘机经’

很多是来自于韩国的。”中国GRE考生江小北(化名)说。虽

然GRE考试现在还是笔试，但其经验也被统称为“机经”。 

“韩国人搞‘机经’搞得相当疯狂，而且比中国人自己搞的

‘机经’要完备的多。现在GRE复习的权威资料，机考的，



就是《猴哥》、《要你命3000》和《韩国两年》的‘机经’

。我这还有一份呢，全是韩文。”她说。 熊健提到，在论坛

上能够找到《猴哥类反》、《韩国两年》这些“机经”，而

《要你命3000》这本“机经”书，在书店里也可以买到。 相

比之下，美国学生无论对待GRE这样的大型考试，还是对待

平日的期末考试，都没有中、韩学生的“真题”热情。特别

对于GRE、SAT的考试套路，他们的了解程度甚至没有国外

学生高。百考试题－全国最大教育类网站(www．100test

。com) “我没有关心过以前出的什么题。”美国犹他大学物

理系学生David Morton说，“老师如果出原题，那也是他的

自由。”同样来自物理系的Bryan Clayton告诉记者：“书店里

能够找到一些GRE复习书，但题目并不是ETS出的，一般都是

出书人自己想象的，比真题简单。我不太关心过去考过什么

。” 真题背后的理与法 记者了解到，在参加ETS举办的考试

前，所有考生都将亲手签订一份协议，承诺不会通过不正当

的手段获取考试信息或将草稿纸(全部或部分)或试题内容带

出考场。但事实上，每次托福、GRE考完后，无论是热心考

生在网络上撰写考试经验，还是培训机构为授课而收集试题

，考题都可以很快流传开来。 “签归签，大家还不都是说。

”北京一位GRE考生齐心(化名)说，“考试就是一道程序，

活性很低，属于典型的‘有迹可循’。从概率的角度讲，既

然有迹可循，那么‘真题’是提供直接经验的很好渠道。

”www.Ｅxamda.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 “它代表一种更贴近

中国人做事风格的思路，找规律、找近路。”她这样评价国

内专门搜寻真题、研究考试的培训机构。 早在2001年，有媒

体在报道ETS与新东方之间的真题版权纠纷时也曾提到：“记



者采访的一些华裔学者都认为，我们更应关注的也许是考试

的目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倒真是应该反思一下现在的这

种复习模式。” “我觉得通过技巧去做题本身就是一种投机

取巧的行为，为什么中国学生的成绩在国外人眼里那么贬值

，就是因为我们太聪明，钻了太多考试规律的空子，有的时

候我们不用明白知识本身就可以做题，我觉得这一定程度违

反了考试的初衷。”武汉大学的杨诗伟同学说。 虽然重考的

安排让熊健“心情复杂”，也打乱了林君的申请计划，但他

们都已开始了新一轮复习，准备参加11月的GRE考试。 什么

样的真题有知识产权 像ETS机构所出的GRE、托福试题，是

否受到知识产权法的保护呢？ “当然受到保护。”清华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陈建民说，“ETS对其出的题是享有知识产权的

。” 据新华社报道，法院审理认为，ETS、GMAC的考试试

题在美国进行了著作权登记，属于中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

范畴。 律师徐彬的观点是：虽然对版权人、版权及相关权利

的保护是版权法中的一个根本性目的，但是应当注意到版权

法律制度中对版权的限制，也就是说，版权人对作品享有的

版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权利，这种权利的行使应当符合社会

的公共利益，主要是满足公众对信息和知识的需要。 他表示

，版权保护的国际公约如《伯尔尼公约》中规定，发展中国

家可以有条件地限制对作品的保护，以便于教育领域中的教

学、学习和研究之目的。这些规定从根本上是限制了版权人

对版权的滥用，阻止版权人利用版权成为知识和信息的垄断

者，从而有利于社会总体利益的平衡。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

作权法》第22规定：在“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翻

译或者少量复制已经发表的作品，供教学或者科研人员使用



，但不得出版发行”的情况下，使用作品者可以不经著作权

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

，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如果

是私下里交流ETS试题，没有一点问题；但是如果是大规模的

复制，甚至用来招生、授课，从而获取商业利润，这就属于

侵犯知识产权了。”陈建民告诉笔者，“如果只是讲解，不

是复制给学生，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学生记录下来、还原，

实际上可能会认为是一种变相的‘复制’。” 她表示，ETS

等机构出的考题与我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试题和中、

高考的试题性质不同，“四六级和中、高考属于国家出题，

不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但某些重点中学自己出的试题是有

知识产权的，前提是试题一定要具有原创性。”陈建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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