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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考风考纪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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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考生考试的诚信与否关系着考生是否养成良好的诚信观，对于其成长成才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从阐述高校的考风考纪

现状入手，分析了考生违纪现象的成因，进而对有效防止违纪行为提出建设性建议，以期能够减少考生作弊现象的发生，构筑诚信文明

的考风考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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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是检验学生在校期间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考风的好坏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学风的优劣。违纪的学生虽然受到校纪校规

的严肃处理，但是考试作弊现象仍时有发生，纠正这种不正之风

迫在眉睫。

一、高校考风考纪现状

作弊现象自古至今都一直存在，在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为

了成绩而走上歪路之人。明代文学家汤显祖在《牡丹亭·榜下》

中记载：“则这陈秀才夹带一篇海贼文字，到中得快”。清人严

有禧《漱华随笔·夹带怀挟》中也记录着夹带小抄的案例“临场

特派大臣监视，果搜出怀挟夹带数十人。”2015 年中国青年报进

行的一项关于作弊行为的调查问卷显示，60.4% 的受访者确认自

己或周围同学在大学期间有过作弊行为，66.6% 的受访者感觉当

前大学生作弊现象普遍。近年来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学生违纪

方式呈现新的特征，手段技术化、模式商业化、形式多样化等使

得考场情况复杂化。

（一）手段技术化

相较于传统的夹带小抄等“古老”的作弊手段，现今的作弊

手段越来越先进化，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的普及给作弊考生提供

一种更加便利的方式。以前学生大多数是在考试过程中携带并翻

看与考试内容相关的材料，或将与考试有关的公式和考点知识藏

匿于工具中并放置于桌上。随着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让人们享受

到了数字红利的同时，先进智能设备的不断发展也使得考生的作

弊手段逐渐往技术化方向发展。在学生违纪的案例中，超过 90%

都是借助手机、智能手表等工具实施作弊行为。

（二）模式商业化

某些无良社会团体在利益的驱使下，不顾法律和社会道德规

范，打着为考生“服务”的幌子，有偿招募了一批有考试特长的

所谓“枪手”，通过替考或场外助考实施有组织的更大范围的作弊。

商业化不仅带动利益链条的产生和繁荣，更重要的是使考生作弊

便利化。

（三）形式多样化

学生为保证作弊的成功率，往往会采取多种方式组合作弊，

一次违纪事件中，往往会涉及多种类别。如场外“助考”模式：

学生将考试科目、时间、地点发给组织者，组织者组建临时 QQ 群，

包括组织者、枪手、学生等，并且通过网络诱惑更多的学生参与

其中。考试过程中学生偷拍试卷通过微信或 QQ 传送出去；枪手

作答，回传答案；学生通过手机或智能手表接收、查看答案。美

其名曰“考试小助手”不仅组织学生作弊，而且关于拍题、看答

案以及注意事项等都有明确的方法步骤，易导致群体作弊现象的

发生。

二、违纪原因分析

（一）考生存在侥幸心理

首先是考生想要不努力便成功、走捷径的心理。“想过关”，

但平时疏于学习，考前复习不够充分，害怕挂科受到家长的责备；

“想高分”，因为考试成绩与评优评奖、升学、就业等方面息息相关，

受到了利益和虚荣心驱使。其次是从众和侥幸心理。看到有同学

尝到作弊成功的“甜头”，寄希望于不会被发现，于是效仿他人

进行考试违规违纪。最后是对违纪后果的无知，对校规校纪的严

肃处罚了解得不清楚。

（二）监考行为不规范

部分监考老师在开考前没有特别强调考试纪律，没有当全部

考生的面提醒不要将手机、智能手表等通讯工具带在身上；部分

监考老师在监考过程中做一些与监考无关的事，比如看手机、互

相聊天、长时间盯窗外发呆、长时间坐在讲台或教室后排等；部

分监考老师因其他原因无法到场监考，让其研究生代替监考，但

研究生对监考职责、流程等不甚了解，从而影响监管效果；部分

监考老师在考试中未按规定时间节点操作，造成考场秩序混乱，

给有作弊动机的学生带来可乘之机。举例子来说，部分监考老师

提前 10 分钟（规定提前 5 分钟）发放试卷，后到学生陆续进入考场，

造成考场秩序混乱，从而给偷拍试卷学生以可乘之机，考试规定

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学生不可提前交卷离场，但实际上，部分考

场的最后 15 分钟，仍有大量学生陆续交卷，考场秩序大受影响。

（三）诚信教育课效果差

学校是学生形成良好的道德素质和提升道德水平的重要阵地，

学生的状况与学校自身的因素有直接关系，由于教育产业化的负

面影响，普遍高校德育功能出现了弱化的倾向。诸多高校在教授

文化课方面已经较为成熟，但在诚信教育课程方面还较为欠缺。[1]

虽然有相应的诚信教育视频课程，有一定的学分要求，但是由于

缺乏老师监督学生自学的效果并不太理想，单纯刷课时、拉进度

条等完成课程要求，使得学习流于形式。同时，对于作弊处罚的

宣传教育力度不强，不能形成震慑学生的作用。

（四）技术设备发生了异化

手机数字化，手表智能化，人们使用智能设备的初衷是为人

服务，享受便利的生活，但技术给人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也

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甚至于使技术成为一种异己的、与自己

相对的力量，给人类和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为了适应人们欲望

的无限性，电子设备功能不断丰富与完善，导致技术设备被资本

利用，成为一种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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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应对措施

（一）加强学生诚信考试教育建设

《孟子·离娄上》一书中有言：“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在孟子看来，“诚”是顺应天道与人道的基本法则，

不仅是自然界的规律，而且是做人的根本道德原则。对于学生来说，

往往会觉得考试作弊是一种不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根本没有意

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而事实上考试作弊是一种犯罪行为，属于刑

事处罚。《刑法修正案（九）》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在法

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诚信教育

是对学生人生的一种道德投资，也是对于社会的一种无形资产。

学校应当定期组织学生学习《学生考试管理办法》《国家教育考

试违规处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督促学生知晓并自觉遵守考试纪

律，加强警示教育，让学生深刻认识考试违纪、作弊的严重性，

消除少数同学的侥幸心理。诚信教育要强化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两课彰显诚信教育的同时，还要发扬专

业课教师在诚信教育方面的优势。[2] 在学生参加完入学教育时，

要求同步完成诚信考试自测题，提交一份诚信考试承诺书。

（二）违纪案例教育警示

信息多元化，文化多样化，学生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以及

面对评奖、评优、升学等利益的诱惑，因此会容易迷失在纷繁复

杂的思想大潮中，将诚信考试观念抛到九霄云外。在新一轮的媒

体浪潮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短视频这个新的战场。而且短

视频、微信公众号也成为当下大学生了解信息的主要渠道，因此，

我们可以借此为切入点，将考试违纪案例做成小视频或短文故事

定时定期推送给学生，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了

解诚信教育考试的重要性，将违纪处罚结果通过微信公众号进行

通报批评，加强对学生的警示教育，使其从内心深处了解违规行

为的危害性。加大考生考试失信的成本，学生如有考试违纪、作

弊行为，按规定严肃处理。要使学生认识到诚信考试的重要作用，

培养考生自发主动地避免考试失信行为，使学生真正做到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以校园活动为载体，努力营造诚信氛围。开展诚

信考试教育类宣传竞赛，让学生自行设计制作关于诚信教育、考

试违纪、案例警示类绘画作品，从而达到诚信考试的学生自我宣

传教育的作用。

在作弊的案例中，对于考试违纪情况有时也有学生举报，但

大多数学生在遇到此情况时，往往碍于面子，或者碍于所谓的同

学情谊而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鼓励学

生积极举报考试作弊现象，加强学生间的互相监督，对于举报属

实的，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长此以往，有益于减少学生考试作弊

现象的发生，营造公平、公正的学习氛围，形成良性竞争，进一

步塑造健康向上的考风、学风、校风。

（三）加大监考老师培训和评价力度

首先要组织监考老师学习《监考、巡考管理规定》《监考工

作规程》，认真履行监考职责，自觉遵守监考纪律。其次要加大

巡查力度，教务处、学生处、各学院，自上而下多部门联合巡视

考场，对考场规范、考生纪律、监考老师行为等方面进行监督、

约束。最后严肃处理违规现象，对未认真监考的老师要给予批评

教育，甚至进行相应处理，并且将监考工作情况列入学院年度考核。

力争使考试出现的各种突发情况都能有章可循，依规处理，对考

试工作相关教师保持定期培训和考核。

（四）防范电子智能设备新技术

市面上用于检索题目的软件层出不穷，本意是为了用来辅助

学习，现在被不良商家和想走捷径的考生利用，结果造成本末倒

置，不但没有起到辅助学习的作用，反而使得一部分学生养成抄

答案的坐享其成的坏习惯。学生应该合理使用电子智能设备，认

清技术本身也是一把双刃剑，懂得趋利避害，老老实实学知识，

扎扎实实促发展。监考老师在考试前要加大考场的检查力度，运

用扫描仪器进行探查，严格检查学生是否携带电子智能设备，所

有电子设备，如智能手机、智能手表、电子词典、电子计算器等，

不得带入考场；利用频谱分析仪，通过扫描无线摄像等不同电子

设备的频段，根据考试前已有的信号，辨别考试过程中出现的不

明信号；加强信号屏蔽器的强度，扩大其覆盖范围，释放干扰信

号阻断考生利用电子智能设备接收答案。以技术反制技术，从而

让治理技术跑到技术作弊的前面，充分发挥现代技术手段在考试

管理中的优势，确保考试更加公平、有序。

（五）完善课后服务，减少作弊动机

学生考试作弊的心理动机无非是想考试成绩及格或者获得高

分。因此，任课老师平时可以增加课后答疑次数，鼓励学生们不

懂就问，对学生课上或者课后作业有疑问的地方进行重点解答。

在考试前，任课教师可以留出一部分时间用于课程的整体复习，

梳理课程的重点和难点，帮助学生们更高效地进行复习。当学生

在考前进行了充分的复习，就会大大降低学生考试期间的作弊概

率。

四、结语

考风考纪的好坏影响着考试质量，影响着竞争的公平、公正

性，进而影响着学校的学风和校风。诚实守信作为社会的核心价

值，倡导每一位公民都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较好的规则意识，

这对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大学》有言：

“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大学生群体日渐成为社会诚

信建设的中坚力量，考试诚信虽然是大学生众多诚信中的一方面，

但仍不可忽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只有把好考试诚信关，才能

为其他打下坚实的基础。光阴不会辜负用心书写青春的人，学生

应时刻牢记“考之以诚，答之以信；诚信考试，从我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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