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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考风的综合治理 促进学风
、

教风建设

孙 森

(盐城工专教务处
,

盐城
,

22 4 0 0 3 )

考风反映了学校的学风和教风
,

国家教委明确指出
: “
要搞好教务管理

,

采取有效措施
,

严

格考试纪律
,

严格评分标准
,

刹往考试中的不 良风气
,

争取在三年内考风有一个比较大的变

化
。 ”
国家教委

、

省教委及各校对考试纪律早 己有明确的规定
,

但总有少数学生
“

挺而走险
” ,

破

坏考试全己津
;
个别教师对考试认识不足

,

复习时圈定范围
,

评卷给人情分等不良现象
,

虽然这仅

是个别的
,

但影响了考试的公正性
,

影响了高等教育的质量
,

败坏了教风和学风
。

因此
,

加强考

风的综合治理
,

推动学校教风和学风建设
,

己成为高等学校教务管理工作中刻不容缓的任务
。

一
、

教师是考风建设中的关键因素

1
.

以良好的师德作表率
,

端正对考试的认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
,

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

于教师
。

抓教风是促进考风
,

推动学风的一个重要方面
。 “

教不严师之惰
” 。

教师的师德
、

情操
、

渊博的知识
、

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工作作风等对学生起着言传身教
、

潜移默化的作用
。

一个合格

的教师应该始终 自觉地把教书育人作为基本准则
,

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中
,

学校也应该把是否

既教书又育人作为教师评优和晋升职称的重要条件
,

从而形成一个 良好的教风和学风的基础
。

2
.

改革课堂教学
,

推行能力教育 不断改革课堂教学
,

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

是预防考试违

纪行为的积极措施
。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设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

以提高学生的能力为重

点
。

考试是手段
,

而不是 目的
,

考试是对学生学 习效果的检验
,

不能把所教班级的考试成绩等同

为教学成绩
,

要严字当头
,

培养学生严谨的治学态度
、

实事求是的作风
,

这是教师的责任
。

在当

前的教学改革中
,

要改革现有的教学方法
,

变类似于应试教育的教学形式为能力教育
,

大力培

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

联系实际的能力
、

解决问题的能力
,

考题应少出死记硬背题
,

多出联系实际

灵活应用题
,

这样
,

考试时学生也无法作弊
。

3
.

监考要以防为主
,

以惩为辅 学生考试作弊
,

这固然是考生学习动机不纯
、

学习目的不

明确
、

学风不正以及考试的规章制度和安排上存在漏洞造成的
,

但如监考不认真
、

考场内严肃

性不够
、

考场纪律不严
,

监考教师也有一定的责任
。

因此
,

考风建设也要在提高监考教师的责任

心上下大力气
、
要以防为主

,

建立严肃的考场气氛
。

教师认真负责的态度不仅能阻止有作弊动

机的学生犯错误
,

同样也是一个教师教风的反映
。

监考教师应对以往监考实践不断加以总结
,

在监考过程中应根据考前
、

考试中
、

结束前不

同阶段的考场特点
,

分别采取有效措施
,

维护考场的秩序
。

考前阶段
,

监考教师应按考试规则对

考场进行清理
,

并宣读考试纪律
,

造成一个严肃的考场气氛
;
考试阶段

,

两名监考教师要有所分

工
,

始终保持一名监考教师在讲台上纵观全局
,

另一名监考教师加强巡视
,

对有作弊动机的学

生及时给予警告
。

交卷前 20 多分钟的结束阶段
,

是考场最容易出现混乱的关键时刻
,

此时有的

考生交卷后不迅速离开考场
,

相互议论
,

有的考生会做的题 目大致做完
,

剩下不会做的题 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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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观望的机会
,

个别考生趁监考教师忙于收卷
,

而乘机
“

关照
”

邻桌同学或偷看他人试卷
。

因

此
,

交卷阶段监考教师更应采取有力措施
,

尽职尽责
,

始终维护良好的考场纪律
。

对每一次考试的主考和学校及教务处的考场巡视人员来讲
,

应不断加强对各考场的巡视
,

督促监考教师履行职责以及评价本场考试的监考质量和学生的考纪状况
,

及时处理考试中的

突发事件
,

鉴定作弊学生的违纪性质
,

提 出供学校处理违纪人员的参考意见
。

只有监考教师
、

主

考
、

巡视人员共同认真负责
,

层层把关
,

才能最终取得考试工作的圆满成功
。

二
、

严密的考试组织是考风和学风建设的有力保证

实行考场安排和监考教师安排上的回避制度
,

即学生不在原上课教室考试
,

教师不监考本

系学生
,

同时根据不同考试的类型
,

采用多种形式的考生座位表
,

学生按指定位置就坐
,

必要时

一个考场可安排两门不同课程的考试
,

排除考生事先商定串通作弊的可能
。

实行教考分离制
,

克服普遍存在的讲课
、

命题
、

阅卷
、

评分都由教师一人承担的现象
,

杜绝

根据答卷情况人为调整评分标准
,

甚至随意提分的现象
。

要使授课按计划进行
,

严格执行教学

大纲
,

切不可平时不给学生辅导答疑
,

考前指定重点
。

这些都是教师不 良教风的具体反映
。

推行试题库制度
,

即对专业主干课程以及专业面广
,

学时
、

进度
、

教材等相关因素基本一致

的课程考试使用试题库
。

对一些课程因某些客观原因而暂不能使用题库考试的
,

也应参照题库

的指标体系
,

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拟 出同等难度的 A
、

B
、

C 卷
,

由教务处决定用卷
,

确保考试
、

补考
、

积欠补考的难度一致
。

此外
,

要改单一理论测试为理论一一能力相结合
,

根据课程特点和

性质
,

采用 口试
、

笔试
、

开卷
、

闭卷
、

操作
、

综合分析案例等形式
,

做到题 目灵活
、

形式多样
,

力争

考出学生的真实水平
,

使考试成绩既反映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
,

又能考察学生能力的高低
。

实行集中阅卷评分制度
。

对所有试卷都采取考完当场密封
,

由教务处指定地点实行集体阅

卷
,

对不同教师多班级考试的试卷实行流水作业
,

实行教研室主任负责制
,

把好阅卷质量关
,

阅

卷评分结束后
,

要及时总结
,

正确评价教学质量和存在问题
,

以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
。

三
、

加强考风教育
,

提高处罚力度

加强学生的思想和纪律教育是建立优 良学风的先决条件
。

以我校考试违纪情况看
,

那个班

级学风差
,

那个班级作弊人数就多
。

而整个大学阶段
,

一年级是建立优良学风关键的一年
,

此阶

段应加强对学生的思想教育
,

使其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
、

生活环境
,

树立正确的专业思想
,

自觉

抵制外部环境的不 良影响
,

养成 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和良好的学风
。

同时
,

学校及学生主管部

「1以及任课教师
、

班主任要经常重 申考试纪律
,

通过宣传和舆论的压力
,

给那些有作弊动机的

学生事先敲警钟
。

对 己构成作弊的学生
,

在处理上要准确及时
,

并加以公布
,

起到处分一人教育

大家的目的
。

同时对学风正纪律好的班级还可试行
“

荣誉
”

考试
,

即没有老师监考
,

全凭学生高

度的自觉性进行考试
,

这是对学生人格的尊重
,

也是考验学生自我约束
、

自我管理的能力
。

进一

步提高对作弊学生处理的力度
。

如对作弊学生除必要的处分和成绩以零分计外
,

不给正常补

考
,

对该门课程按学时交费重修
,

等等
。

当然
,

我们对作弊学生的处理上应本着挽救
、

教育为主
,

惩罚 为辅的原则
,

从制度上和管理上着手
,

根本改善考风
,

促进学风
、

教风建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