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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舞弊现象成因及对策分析

刘 超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舞弊是考试活动中的痼疾, 同时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考试制度作为一种次

级社会制度,是执行考试这一社会活动的主体并承担着由此产生的社会关系。研究考试舞弊

成因、危害和解决措施,应从考试制度与人、社会的关系中加以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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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试制度发展的过程中, 舞弊在大部分时

间内与之相伴相随并制约着它的良性发展。在现

代社会,考试舞弊更集中的发生在考场环境内并

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从微观、中观和宏观角

度影响着应试者、考试制度和社会。根据辩证唯

物主义观点, 已经建立的国家制度和设施对于在

该国家生活的一代人又成为一种外在的环境。 [ 1]

考试制度和政治、经济、法律等社会制度一样,一

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既定的对象并形成影响人

们思想、观点的现实力量。因此,从考试制度所处

的历史条件,诸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意

识形态出发,研究其与应试者、社会的关系,可以

寻求对考试舞弊现象的真正透视。

一、考试制度所承受的压力及外在环

境对考试舞弊的促发

(一)处于社会与人双重压力下的考试

制度

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 考试制度也是合规律

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 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作

为人类社会传承的制度文明, 考试并非一成不变,

而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发生变化,即合

规律性。这是社会对考试制度的要求, 也是考试

制度得以生存和延续的根本, 无论是被奉为考试

鼻祖之一的原始社会的 成人式 考试制度、封建

社会的科举制度、学历社会的考试制度,都不可能

脱离特定的社会结构, 且必须依据社会发展规律

而发展。另一方面, 考试制度的发展又要与作为

社会人的应试者的需要和目的相契合, 即合目的

性。合目的性体现在考试制度可以作为社会人实

现和发挥自身主体能力的社会形式, 并因其相对

公平为社会人所认可而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合

目的性使考试制度演化为社会人在学习知识、技

能和道德规范、取得参与社会生活资格的社会化

过程中的阶段性终结。

作为上层建筑,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使考试

制度处于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合规律性是考试制

度适应社会结构演变的必然要求, 因此在本领域

中必然体现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中蕴蓄

的现存矛盾, 换言之,考试制度发展的水平、程度

取决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我国现阶段生产力

发展水平不仅使考试制度在教育领域发挥着重要

作用,而且在人事制度、劳动制度,直至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考试制度演化成为社会

人跨入高层社会的门槛及社会横向流动的阀门,

一些重要的考试甚至能决定个人的命运。再加上

执业、从业等资格考试的推行,推动着考试制度成

为人们获取社会地位和资源的通行证。另一方

面,在素质教育和终身教育的背景下,教育制度化

和资格制度化的快速发展,考试在人们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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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出现的频率日益增多且选拔和淘汰功能日益强

大,使得终结性评价功能成为考试制度的主导功

能,进而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在这种二难

境地中,考试功能的悄然变化使得考试的竞争直

接化,功利显在化。人们也形成了对考试制度新

的价值认识:考试成为社会进行利益分配和应试

者拥有、享受各种社会资源的重要途径。对大多

数应试者而言取得好成绩就意味着取得了相应的

资格,社会通过考试制度施加给个人巨大的压力。

(二)压力及外在环境视角下的舞弊原

因及实质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使考试制度承担

起为社会选拔人才、测量能力的工具和成为个人

实现社会流动、阶层变动的双重任务,这要求考试

制度以良好的秩序完成上述任务。但考试制度作

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 势必要与诸多外部因素,

如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法律以及伦理道德等进

行物质信息交换, 以形成现阶段考试制度的思想

观念、价值取向、内容形式和机构功能来维持自身

的存在和正常运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下,我国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不断完善的背景下, 整个社会

就业结构和方式不断变化,从业人员流动性增强,

社会组织和管理面临新问题; 同时各种思想文化

相互激荡,人们受各种思想观念影响的渠道明显

增多、程度明显加深, 引发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

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这些都潜

移默化地松动着考试管理的基础, 而各级考试机

构对公共事务的管治能力却并未得到有效提升,

考试法制建设仍然滞后于社会与时代发展对考试

制度的要求。这构成了考试风气即考试舞弊防治

的外在环境。

面对社会与人施加的巨大压力,处于上述社

会总体风气中的考试秩序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一些

问题。首先,源自社会的各种巨大压力通过考试

制度施加给应试者个人,而考试结果又不可能符

合每个人的愿望,面对压力和不良社会风气, 相当

一部分应试者在应试时奉行利己主义和个人主

义,其行为规范则依据外界压制力量而随时调整。

他们拒绝、抵制公认的规则,试图以舞弊来获得考

试成功。其次, 考试群体的暂存性和不稳定性使

其缺乏群体自觉性而使考试舞弊极具扩散性。再

次,舞弊行为并不像违反政治法律制度那样会引

起社会的高度重视, 受到制裁的可能性和严厉性

相对较低,从而使考试舞弊具有蔓延而难以治理

的特征。这样看来, 考试舞弊呈高发态势也就不

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在以制度为中介考察人、制度与社

会的关系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考试舞弊既是一

种社会存在,同时也反映出相当一部分应试者对

考试价值普遍的认知危机。考试舞弊的真正根源

在于生产力发展现状迫使社会通过考试制度施加

给个人以巨大压力, 使应试者产生了舞弊的深厚

动机,同时社会公平与正义并未随着经济发展而

成为普适性的核心价值追求, 在考试领域则体现

为法制道德未能形成对诚信考试的有效保障。考

试舞弊高发态势实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触

及的深层矛盾在考试领域的体现, 是一种低层次

的矛盾爆发。

二、防治舞弊是考试制度自身逻辑、内

涵建设的必然要求

作为存在于社会与人之间的制度,考试需要

承担社会赋予的使命,不仅包括测量、选拔等技术

性职能,而且包括保障稳定、促进和谐的社会性职

能。社会性职能既是技术性职能实现的保证,更

是考试制度是否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要求的体

现,其有效发挥,正是舞弊防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所在。

(一)防治舞弊首先是保证考试制度技

术性功能实现的基础

无论是从历史选择还是制度内涵的角度, 考

试制度能在社会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 皆源于其

程序的相对平等性, 这要求考试制度必须以公平

为核心规范运转。在确保竞争程序公平的过程

中,其价值指导思想和运行规则应与整个观念上

层建筑契合,在自身领域贯彻公平的理念,为社会

发展提供一种规范、稳定、有序的环境。这既是考

试成为一项制度的前设条件, 也是考试制度立足

于社会的根本。这种前设和根本要求考试制度必

须不断围绕如何更加精准地测试人的认知行为的

核心,加强自身实施的合理和科学性,以技术性完

善、推动公平性。基于此,考试制度的技术性维护

往往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 从制度角度看,考试

也确实具备这样的能力, 如在考试设计、试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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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阅卷程序、成绩计算等制度性循环中大量引入

数学、统计方法和教育测量学、认知心理学乃至社

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以推动考试技术的发

展,并借助计算机辅助手段形成一个科学化、程序

化、规范化、统一化的标准测量体系, 这种测量体

系根据应试者的反馈 ! ! ! 考试结果,再结合新的

科技手段对现有测量技术进行扬弃以减少误差干

扰,最终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过程。在该过程中,考

试制度的实施体系不断汲取先进理论、完善结构、

充实功能,努力克服自身不易克服的片面性, 最终

从技术角度改进测量手段以实现考试结果最优

化、系统最优化,以应对社会对考试公平理论和实

践的需要。这种系统循环是促进考试制度技术性

发展,以适应社会和人需求的巨大推动力,但考试

舞弊使循环系统中应试者的真实反馈这一重要环

节失去了意义, 使考试结果的可比性化为乌有,让

考试自身逻辑循环处于一种中断状态并在技术方

面运转失灵,影响了考试制度对自身规律的探求。

因此,防治舞弊首先保证了考试制度技术性职能

的正常发挥。

(二)防治舞弊是考试制度内涵建设的

必然要求

作为上层建筑,考试制度服务于特定的政治

目的,任何社会制度要存续下去并有效地发挥作

用,必然要受社会指导思想的主宰制约,因此除了

技术性职能外, 考试制度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

能。这种职能使防治舞弊具有两方面的意义:

一方面,一定的制度是以一定的意识形态为

指导建立起来的。虽然考试只是一个次级社会制

度,但在长期的社会运行中,考试以其提供的均等

机会、相对公平的尺度、权利和规则得到社会与应

试者的认可和接受。考试制度是否能完全展示其

公开性、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社会有着重大

影响,一个人从幼年到成年,从学校到社会,几乎

与考试终身结下不解之缘。如果任由舞弊干扰考

试制度,极容易引起部分社会成员的心理失衡甚

至社会冲突,再加上应试者亲属、朋友形成相当大

的社会舆论层, 因此考试制度的发展必须要符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崇尚和倡导的准则和风

尚,并以其为自身的统摄和支配,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作为制度发展的方向盘和稳定器。而防

治舞弊、维护考试风气的核心问题就是落实考试

规范中的公平、诚信等行为准则,这体现着当代社

会最根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要求, 本质上是

考试制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契合和体现。

另一方面,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要求相应的

制度作为手段或工具, 使自身在社会中居于统治

地位,成为支配人们思想的强有力精神力量。现

代考试制度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综合效益,满足

社会、个人等多方面需要, 但现阶段考试制度 调

节阀 的作用依旧存在甚至在某些领域十分重要。

一些国家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 如高校招生、

干部升迁、人员聘任、资格准入还承担着维护社会

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责任, 因此考试管理的严密化、

严格化,也是考试制度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舞弊虽然只是一种不

正确的社会群体行为, 但恰恰反映出在考试这一

特定的环境中人们思想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

和差异性,而考试制度和规则是社会规范在考试

制度与社会交往过程中凝聚而成的, 这些规范无

不体现着社会特定的价值取向。因此整肃考试风

气,防治舞弊的过程就是对应试者价值观念进行

整合,引导应试者群体遵守规则和诚信从事的过

程,也是从考场这一特定领域对社会风气进行批

判和修正的过程。从这一角度看, 防治舞弊也是

考试制度加强自身建设、承担更多保障、建设公平

正义的责任和义务, 保证公平发展主流意识形态

和整合社会意识的过程。

三、制度、人、社会相互关系中的舞弊

防治措施

考试制度所处的社会地位及其作用要求我们

以一种全面的态度对待舞弊问题, 在不断完善考

试制度自身建设的过程中,从制度设计、实施、制

度与社会关系等层面加强制度内部和外部诸因素

的协调,以实现对考试舞弊的有效防治。

(一)建立道德规范与非正式规则共同

约束的氛围

舞弊防治首先需要深入研究与维护考试风气

相配套的政策法律体系建设, 深入研究我国传统

文化中有利于考试制度建设的积极要素,设立、营

造与考试制度、层级结构、职能相称的有效、有力

的约束氛围。

从非正式规则的角度来看, 目前应试者需遵

守的考场规则既不是法律条文, 也不是行政机关

制定的具有较强制约力的规章制度。这种考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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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没有强有力、威慑性质的维护手段,主要依靠人

们的约定俗成、个人信念和社会舆论来维护。由

于现时代人们思想意识和道德水准存在不可避免

的差异,加之在社会上所拥有的地位和权利不同,

要想使所有应试者都自觉遵守, 就必须使人们的

思想不受现存社会基本结构的特殊文化环境背景

所影响,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预见随着

社会越来越文明、发达,人们的各项社会活动会越

来越规范,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当人们凭借自律

还无法达到规范的要求时,就需要采用社会关系

对人的制约力量, 采取道德风尚、伦理观念、价值

信念等意识形态共同构成的约束机制, 在外控机

制上强化社会控制力, 以这种特殊外在形式保证

考试的正常秩序。如加快建立 电子诚信档案 ,
提高对舞弊者的曝光度,利用网络系统让舞弊者

上网 公之于众,对其造成巨大的社会压力, 使欲

行舞弊者在严格的管理体系面前怯步, 让那些游

离于社会提倡的诚信体系外的舞弊者寸步难行。

(二)树立正确的考试应用观念

正确的观念首先体现在考核办法上。限于人

的可测性与模糊性, 传统考试内容、方法的统一性

和单一性使得笔答法成为考试的主要形式,同时

也使考试走上了僵硬发展的道路。考试内容仍以

读写算 这一秉承千年的考核方法为主,书本知

识还是社会和应试者公认的内容, 考试仍限于知

识型测查,即一个人掌握知识的量和背诵等运用

知识的最一般能力, 这种再现性考试,对应试者记

忆要求较多,也间接有利于舞弊技术的产生和传

播。改变测量技术, 采取有效措施来减少和控制

舞弊发生, 是一个系统的控制过程, 考试方法、试

题功能的研究,在考试的各个环节, 如命题、考试

过程、评分标准、分数解释和使用都需要完成由主

观到客观、由随意性到标准化的变革,以推动考试

方法由单纯的测量向分析、评估一体化方向发展,

使考试由单维的尺度转变为具有多维特征的量表

式的测评工具, 从而利用技术性因素实现对舞弊

的控制。

正确的考试应用观念还体现在考试制度的实

际应用中。正确认识考试制度的社会功能和所处

的社会结构,对促进考试舞弊防治有积极作用,而

无视考试社会功能的局限性, 会使人们对待考试

的观念发生扭曲,阻碍考试功能的正常发挥, 不利

于考试舞弊的防治工作。如考试在一些领域被滥

用;功能重叠、内容相近的考试结果互不承认,这

些都增加了应试者的负担,从而间接成为考试舞

弊的促发因素。因此应从考试制度自身下手,围

绕应试者的可测性、考试目标的明确性、试题的代

表性、测量的客观性、成绩的可比性等方面探索考

试立项的科学性,以有效减少考试舞弊。如同种

性质、同种类别的分属不同部门的考试应予以精

简并建立统一的标准化考试, 对内容重复的考试

项目, 应设立特定的程序检测其设立的合法性。

总之使用考试应立足于发挥考试之长, 寻求考试

的技术性与社会性之间的最佳结合点, 这是一个

系统的控制工程,需要对考试使用的方针、政策加

以统一领导、管理、协调,以避免考试自身不易克

服的片面性。

(三)提升考场管理的水平

现代考试制度面临巨大舞弊压力很大程度上

体现在考场内,随着考试制度的不断发展,考试种

类、规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一些全国性考试,如

普通高考、自学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

试、国家司法考试、英语等级考试,单次考试的参

加人数多达数百万甚至上千万, 每年直接参加考

试管理与服务的人员亦有数百万人。

与此同时,由于考试经济带来的巨大效益和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考试舞弊在原有抄袭、替考

手段的基础上又出现了不同利益群体聚合,应试

者与不法分子在考场内外协同、以信息传输为核

心舞弊手段的新动向。这种新的舞弊手段对考场

环境提出了更高的管理要求, 但是考场组织与管

理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管理方式却没

有根本性改变。面对增加的考试种类和不断扩大

的规模,大部分考点几乎是周周有考试,考试工作

人员面对低廉的报酬和毫无保障的考试 执法 已

经是谈(监)考色变; 大多数考试还使用传统的 一

流动、一固定 的目测监考手段, 各项考场执行标

准还未能得到有效执行。这些问题都需要从考试

实施层面加以改善, 从人员和技术两方面着手,首

先应加强考试制度自身的建设, 监考重点应由考

场内发展至考场内外并重,监考形式应由单纯依

靠监考人员主观判断向以人为主利用信息技术屏

蔽、探测、监控等手段一体化联合发展, 整合考风

考纪管理诸要素,形成监考工作的集成优势。其

次是把信息化手段渗透到考场监控的各个环节,

加大信息化规范执法, 使考场监控工作处于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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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平台与信息技术管理平台之间, 推动人员管

理系统与信息技术管理系统之间高度融合、整体

联动,全面提高考场控制能力,增强对舞弊行为的

打击力度。再次是应让监考员正确认识考场秩序

管理的重要性, 制定明确的管理依据、严密的操作

程序和可量化的执行标准。按照监考岗位的设置

原则、工作标准、职责要求、劳动待遇和责任追究

做好责权利的综合衡量。基于监考等考试工作人

员兼职的特点,研究监考工作与本职工作挂钩的

办法,有力提高监考工作的吸引力,推动监考工作

的职业化发展,提高监考员的工作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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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for Examination Fraud

LIU Chao

( T he Educat ion Examination Auth ority of H ebei Province, Sh ijiazhuang 050091, China)

Abstract: The fraud is a chronic il lness in examinat ion and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As a sec

ondar y social system, examinat ion sy stem takes up important social act ivit ies of ex am inat ions and

bears signif icant social relationships. If w e w ant to find out the cause, harm and the countermeasure

fo r exam inat ion fraud, w e should realize the relat ionships betw een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the sys

tem. The fraud is a chronic illness in examination and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As a secondary so

cial sy stem, examinat ion system takes up impo rtant so cial act ivit ies of exam inat ions and bears signif i

cant social relationships. If we want to find out the cause, harm and the countermeasure fo r exam ina

t ion f raud, w e should r ealize the relationships betw een the people, the society and the system.

Key words:Fraud; Cause; Countermeasure; Analysis

(上接第 74页)

Application of Thematic Digital Museum in Communications

of Culture and History
CHANG Ying , DUAN Shu feng

( S chool of Informat ion Science and T echnology, S 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Shijiazh uang 050043, China)

Abstract: Digital museum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ode in culture communicat ion w ith the gr eat

development o f informat ion technolog y. At the same t ime, the digital museum depending on physical

ar ticles is rest ricted by communicat ion subjects in terms of co llect ion and integrat ion of orig inal mate

r ials. In view of this fact , a thematic digital museum mode is proposed based on the dig ital museum in

this paper, w hich has g reat advantages in pr opagat ion of cultur e. M or eover, this mode w ould develop

the r esources and the educational funct ions of dig ital museum. As an example, Ding kiln themat ic

digital museum is int roduced to descr ibe the str ucture, content and realizat ion o f the pr esent mode.

This mode pr esented in this paper offers some new idea fo r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museum .

Key words: digital museum; themat ic dig ital museum; culture communicat ion; Ding Ki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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