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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彩票现象的高校学生

考试作弊心理及对策分析

张天伟，　王雪红，　罗玉屏

（石家庄铁道大学 交通运输学院，河北　石家庄　０５００４３）

　　摘　要：当前高校考试中的作弊现象十分普遍。从分析传统经济学难以解释的彩票中的

矛盾现象入手，分析学生的作弊心理，并根据心理分析提出提高试卷质量和将考试作弊惩罚制

度落到实处两种提高作弊成本的措施来减少作弊现象。在当前考核制度尚需完善的情况下，
提出的对策是治标不治本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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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摇篮，是塑造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领地。在当前评价体系下，考试是

评价教学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它不仅反映学校

的教育教学水平和教学改革成果，也反映学校教

风、学风、校风的建设水平；且考试成绩对学生日

后的就业、免试读研、评优等很多方面都有决定性

影响。故考试与高校的很多工作都有联系，是有

效促进学生水平不断提高，促进教育各项工作不

断深入的重要手段。
近年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科学 技 术 的

飞速进步和高校招生人数的不断扩大，高校学生

考试作弊现象不断增多，并呈不断蔓延趋势，成为

高校教学管理工作中难以克服的弊端，对客观评

价学生综合能力产生严重不良影响，甚至对学校

的学风和社会信誉度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要从

根本上解决该问题，就必须建立更为客观、科学、
可行的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使学生不愿意、不可能

作弊，但目前来看是任重而道远。所以采取必要

的措施来减少当前考试中的作弊现象便显得尤为

迫切和重要。

　　一、彩票现象分析

对于彩票，很多人都不陌生，而且很多人还会

参与其中。文 献［１－３］从 经 济 学 角 度 对 这 一 人 人

关注的现象进行分析。
文献［１］认为彩票交易实际上是政府 按 照 随

机原则对自愿纳税人或捐赠人的一种奖励。但这

种奖励的分配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参与者纳税

额或 捐 赠 额 的 大 小，而 是 取 决 于 参 与 者 的 运 气。
彩票交易本质上是一种“微笑纳税”或“自愿捐赠”
行为。同时，彩票的中奖概率通常很小，导致彩票

交易中收益与风险严重不匹配；另外，彩票的购买

与中奖之间不存在一般投资行为中产出与投入间

的特定内在联系。所以按照文献［１］的分析我们

可以发现：彩票交易的本质特点似乎很难有效吸

引彩民积 极 参 与。因 为，“微 笑 纳 税”或“自 愿 捐

赠”行为是一种无经济收益的道义行为，而彩票风

险与收益、投入与产出之间的严重失衡也使彩票

从收益上缺乏最起码的参与吸引力。但是，各种

彩票品种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人们的积极追

捧和热心参与，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是一个

矛盾现象。
文献［２］从彩票的中奖概率来分析，认为博彩

是一 种 典 型 的 负 和 博 弈（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ｓｕｍ　Ｇａｍｅ），
而且这也是为大众所熟知和认可的，而彩票的参

与者是理性的，又是规避风险的，那么他们为何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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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参与 这 种 不 公 平 的 游 戏。这 是 第 二 个 矛 盾 现

象。
文献［３］中也提到彩票中的一个矛盾现象，那

就是因为彩票具有风险性，传统经济学认为彩票

的消费者大都应属于风险嗜好型，消费群体应以

中高收入者为主，但大部分彩票的消费者却是普

通民众，有不少人还是风险厌恶型，而在消费群体

中，中低收入者占了近８０％；在体彩购买者中，低

收入者的平均购买量又略高于中高收入者。这是

第三个矛盾现象。
上述３个彩票中的矛盾现象很难用传统经济

学原理来解释，有些学者从数学模型的角度对这

些矛盾现象进行解释，文献［４］认为在以较小或者

很小成本的情况下获取较大或很大收益，彩票也

许是“唯一”可行方案。故很多人在明知中奖概率

很小的情况下还会乐此不疲的参与彩票购买，尤

其是中低收入者。
结合文献［１－４］的观点，给出自己给予彩票现

象的综合分析。认为人们之所以愿意购买彩票可

能是以下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

（一）损失成本低

目前市面上很多彩票面值是２元，即 使 某 些

可以追加彩票的面值也仅仅是３元，也就是说购

买彩票的成本是２元或３元。以现在的社会消费

水平来看，人们吃一顿早餐也需要花费２～３元。
所以从绝对数量上讲，２～３元的确 相 当 少，另 外

从相对数量上讲，对于月收入５００元的个人而言

（５００元的假设非常保守，正常情况下最低收入应

该在１　０００元左右），２～３元仅占其不到１％。假

设彩票不中奖，失去２～３元对购买人也不会产生

什么影响，即使每天购买一注，用于彩票的支出对

很多人而言都不超过月收入的１０％，所以很多人

愿意购买彩票。
另外，用 于 购 买 彩 票 的２～３元 极 有 可 能 是

１００％损失，从投资损失率上来讲，这是最 差 的 一

种投资结果，可是很多人对其视而不见，也正是因

为损失成本的绝对数量太少。

（二）存在高收益的可能被社会和媒体

无限放大

不论损失成本如何低，在没有任何回 报 的 条

件下，恐怕没有人愿意日积月累的损失低成本，那
怕是每天２～３元。可 是 为 什 么 人 们 愿 意 经 常 性

的每次损失２～３元钱呢，结果很简单，就是存在

高收益。上文提到不论投入多少，按照期望值模

型计算收益都将是负值，那这种高回报又从何而

来呢？这是因为具体到每一注彩票的收益将不能

按照期望值模型进行计算，因为其中奖与否只有

两种情况，就是中与不中，不中的结果就是损失购

买成本，这个已经被人们接受，但一旦中奖将会得

到高收益，尽管该种概率很小。根据任何一种彩

票每期的销售总额来看，从概率角度计算将肯定

会产 生 大 奖，即 中 大 奖 的 情 况 几 乎 每 期 都 存 在。
尤其在当前人们获知信息渠道增加的情况下。从

甘肃的亿元大奖到最近河南的超３亿元大奖，媒

体给予了太多的报道，让人们感觉到中大奖是如

此简单，也许下一个大奖得主就是自己，从而坚定

自己继续购买彩票的信心。这种高收益可能性的

存在加上媒体的推波助澜使得很多人愿意购买彩

票，而且总是会在丧失信心之时被媒体所报道的

某个中大奖的案例给吸引，重新燃起新的希望。

（三）赌徒的心态

很多人通过媒体报道看到彩票可以实现一夜

暴富的愿望，因为自己手中资金数目较少，很难用

于正常的投资项目，本来不多的收入并不能得到

保证，便 产 生 了 通 过 购 买 彩 票 实 现 致 富 的 想 法。
此时他们便会不考虑任何后果的将自己的资金用

于购买彩票，完全一种赌徒的心态。我们的媒体

在大肆报道中大奖的时候很少报道一些人因为购

买彩票而穷困潦倒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案例，使

得抱有赌徒心态的彩票购买人越来越多的走上畸

形的生活道路。

二、基于彩票现象的作弊心理分析

由第一部分的分析可以看出，很多人 购 买 彩

票的举动是在明知很难中奖的情况下发生的，此

时还要购买的原因就是想以可以承受的损失博取

较大或很大的收益，或者一种非理性的赌徒心态

的支配。当下高校考试中常见的作弊现象也可以

用该原理进行解释。

（一）作弊成本较低

根据我们以及其他监考老师的监考的经历和

我们与学生的交谈中可知，几乎每一个学生都有

作弊的经历，他们的作弊工具一般是复印的资料

或同学从 通 讯 工 具 发 来 的 选 择 题 或 填 空 题 的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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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在他们看来，试题的答案都在复印的材料上，
或者可以求助于提前答题完毕的同学。这说明学

生寻找试卷答案非常容易，反映试卷质量有待提

高。

另外如果作弊被监考老师发现一般是将“纸

条”、“手机”等作弊“证据”收走，较严重的也就是

让学生上交试卷不能继续答题，很少对学生严格

按照作弊制度进行实质性的处罚。那么学生就会

认为作弊成功就赚了，被发现后果也不严重，甚至

没有任何惩罚性后果。在此情况下学生恐怕都会

“争先恐后”的在考试中作弊，毕竟 “不作白不作，
成功就赚了”。

（二）作弊成功后收益可观

在试题质量不能保证和监考老师对学生作弊

现象不严肃处理的背景下，很多人都会选择作弊，
不仅仅因为作弊的成本较低，更重要的是一般作

弊成功，一般会得到较好的后果：通过考试或高分

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各种荣誉奖励和物质奖励。

（三）作弊成功学生之间的相互炫耀

很多学生在作弊成功后都会对其同学或认识

的人大谈自己的作弊心得，自己在作弊过程中使

用的高超手段。随着这种相互炫耀的越来越多，

很多同学就会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考试

和作弊可以划等号，平时根本不用努力学习。很

多人也会自觉不自觉的加入到作弊的队伍中来。
这对于学风建设会产生十分不利影响。

（四）万不得已铤而走险

有些学生由于平时不注意学习或基础相对较

差，在考试中如果按照正常的方法对待考试，则很

难通过考试或者无法得到令自己满意的成绩，尤

其是在只有一次机会的情况下，很多人为了保证

考试的通过或拿到满意成绩，便会铤而走险，采取

作弊的手段。这种现象一般发生在正常补考和毕

业前补考的情况。

三、提高作弊成本来减少作弊现象

若将每一注彩票的购买成本提高到２０万元，
其奖金额度也相应的提高１０万倍，尽管其回报率

都一样，但购买的人会大量减少，因为这一损失对

其来说还是有一定震撼力的，所以在提高成本情

况下很多人也会在购买之前思索再三。这也从另

一方面证明，我国在开放彩票市场时将其的购买

费制定为２元，也是有科学道理的，当然本文不对

彩票的合理定价做任何探讨。本文认为要从根本

上杜绝作弊现象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提高作

弊成本来减少作弊现象，提出以下两点对策。

（一）提高试卷质量

从对相关学生进行的调查可知，现在 高 校 很

多科目考试的试卷质量都不算太高，记忆性的题

目过多，相关复习册上的原题过多。只需要翻书

或拿原来的复习册就能找到答案，所以很多学生

就想通过作弊来实现高分的目的，其作弊成本也

就是抄一些纸条或者在课桌上抄写一些信息。如

果改善试卷质量，多出一些考察能力的试题，甚至

采用开卷的形式，让学生首先意识到通过抄袭课

本和相应参考资料时无法获得满意成绩的，只能

通过个人课堂上的注意听讲，平时的学习、思考才

能取得好的成绩，也许作弊现象会减少很多。
该条件下如果想作弊只有请别人给做题或者

采取其他的作弊方式，此时其作弊成本将会提高。
有人也许会认为即使平时期末考试试题质量提高

了，作弊成本增加了也会有人像现在的英语四六

级英语考试中那样通过现代化的通讯工具作弊。
其实这完全取决于考试对考生的重要程度和是否

有人给这些学生提供答案。英语四六级或硕士研

究生考试统考科目中之所以会有作弊现象发生，
主要是因为有人提供这些科目的所谓“答案”，而

提供的价码与考试的重要性相比又在学生的接受

范围之内。期末考试由于涉及考生较少，专业性

相对较强，提供所谓“答案”的人也很少或者没有，
故这种作弊的可能性不大。通过改善试卷质量来

提高作弊成本可以大幅度的降低作弊的可能性。

（二）将考试作弊惩罚制度落到实处

每学期的期末考试，我院都会有学生 因 为 作

弊而受到惩罚，但数量与成功作弊的学生数量相

比来说杯水车薪，都有点保守，绝大多数甚至几乎

全部都逃脱了这一惩罚。本文认为责任主要在监

考老师和某些分院领导，有的领导在得知本分院

的学生作弊被发现后会向监考老师说情，学生在

此时也会流着眼泪表现出十分后悔的心情请求老

师原谅。其实监考老师和分院领导也是本着保护

学生、拯救学生的目的而没有将学生的作弊情况

向相关部门汇报，但这一做法恰好助长了学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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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的气焰，败坏了考试的公平性，那些“好了伤疤

忘了疼”的学生在下次考试中还会作弊。监考老

师和分院领导的真正目的并没有达到，所以莫不

如监考老师负起责来，在监考过程中严格按照考

试制度办事，对考试大环境变好是最有帮助。
同时对于没有将考生作弊情况上报 的 老 师，

本文认为可以采取学生监督老师的方法来督促老

师及时将发现的作弊情况报告给有关部门。因为

在一般情况下，监考教师在没收学生的作弊证据

时肯定会引起其他同学的注意，如果此时教师不

上报该作弊情况，学生有权对监考教师的行为进

行举报，而且学生为了考试的公平也会很乐意举

报，从而形成监考教师不会视规章为不存在，不敢

自作主张的对作弊学生不予处罚的局面。只有监

考老师切实负责，将考试作弊制度严格执行了，学

生的作弊成本提高到其难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很

多学生在作弊之前就会三思而后行，此时作弊现

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遏制。

四、结论

考试既然是对人才的评价，那么，它就必须在

考试的内容和方法上体现对人才的科学认识和有

效甄别，目前的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要进行改革，
以到达科学、全面地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

能力的目的，并以此来推动考风建设。而更为合

理、规范、科学、全面的考核体系并未建立之前我

们还需采取措施减少或制止作弊现象，所以本文

进行的心理与对策分析实属对付考试作弊治标不

治本的无奈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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