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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考试管理 促进学风建设
`

徐仁权

(盐城工学院院部
,

盐城
,
2 2 4 0 0 3)

学风
,

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
,

反映学校教学工作质量
,

体现学生素质的重要标志
。

考试管理

是学风建设的主要环节
,

必须常抓不懈
。

考试作弊是高校学生中时常发生的违纪现象
,

为了解决高等学校存在的考试作弊问题
,

国家教

委在最近两年中
,

几乎每逢期末
,

都要召开会议
,

发出通知
,

反复强调考试管理
,

抓好学风建设
。

各高

校也相应采取种种严厉措施
,

但每学期仍有不少学生
“
以身试法

” 。

近年来
,

少数高校考风 日下
,

作弊

手法五花八门
,

技巧 日臻完善
。

使学校领导颇伤脑筋
,

教师感到忧心忡忡
。

一些学校的考风和学风

出现了令人担忧的局面
。

高校学生考试违纪行为何以屡禁不止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

第一
、

社会负面对学风的影响

学校并非世外桃园
,

污浊的社会风气不可能不对萃萃学子产生影响
。

考风 日下只是某些社会不

良现象在高校的折射
。

近年来
,

大学生中确有一部分人
,

由于受一些错误思潮和社会不 良风气的影

响
,

学习不努力
,

学习积极性下降
,

精力过于分散
。

特别是
“

双休 日
” ,

没有安排一定时间用于学习
,

而

是热衷于跳舞
、

看录像
、

玩游戏机
,

少数学生推销商品赚钱
;
毕业分配改革实行

“

双向选择
” ,

使一些

颇有些社会关系的学生不求上进
,

只求
“

及格
!,

过关
,

寄希望于各种关系
“
走后门

”
择业 ;还有一些学

生对于学 习抱着急功近利的
“

实用主义
”
态度

,

忽视基础知识和基础理论学 习
,

因此
,

就在考试 中做

文章
。 “

分不在高
,

及格就行
,

学不在深
,

作弊则灵
”

是部分学生对学习和考试的态度
。

第二
、

教风不正的影响

近年来
,

高校的确涌现了一些为人师表
,

教书育人的先进事迹和优秀人物
。

但是
,

也有少数教师

尤其是有些青年教师缺乏严谨的治学态度
,

工作责任心不强
,

他们热衷于搞创收
,

捞外快
,

忙考研
,

谋职称
,

而对教学工作则敷衍了事
,

得过且过
。

有的教师不认真备课和讲课
,

教学内容陈旧
,

缺乏新

意
,

教学方法呆板
,

无吸引力
;
有的教师除了课堂讲授外

,

不辅导
,

不答疑 ;
有的教师用划定复习范

围
,

降低考试标准等方式迎合学生的错误要求
; 个别教师甚至放弃原则

, “

辅导
”
泄题

,

阅卷送分
,

对

学生作弊现象孰视无睹
,

不管不问
,

丧失了一个教师起码的职业道德
。

教风好则考风正
,

教风不好则

考风必然不好
。

第三
、

学校领导重视不够

这些年
,

住房分配
、

职称评定
、

子女入学等难点
、

热点问题常常困扰学校领导
,

致使一些高校的

领导对教学工作的精力投入严重不足
,

没有把学风
、

考风建设作为学校的一项基础建设予以足够重

视
,

认真抓好
,

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不严格
,

不规范
,

制止学生考试作弊的措施不十分得力
,

考风
、

学

风建设流于形式
。

学风问题往往体现于理想
、

信念
、

道德的问题
,

一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薄弱
,

不能

结合学生思想实际有效地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
、

信念
,

养成 良好的道德行为
,

考试作弊则时

有发生
,

学风问题将不能得到根本的改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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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

考试作弊是少数学生变态心理或逆反心理的一种表现

这些学生本来对考试违纪作弊行为是看不惯的
。

但当看到一些学生学风甚差
,

知识没学到
,

却

作弊得逞
,

获得高分
,

而另一些学生刻苦攻读
,

循规蹈矩却分数不高
,

造成心理上极度不平衡
。

尤其

是在看到某些同学作弊连连得手
,

在奖学金
、 “
三好生

”

评比中占到便宜后
,

深感老实人吃亏
。

他们对

这种极不光彩的行为从看不惯到容忍
,

进而效仿
。

一旦从中尝到甜头
,

内心获得一些补偿
,

便置纪律

制度于脑后而不顾
,

在管理不严的情况下
,

当然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作弊者的行列中去
。

要消除学生考试违纪作弊现象
,

使考风
、

学风有一个根本的好转
,

以确保高等教育质量
,

必须进

一步加强考试管理
,

深化考试改革
,

关键是要从制度建设着手
,

努力做到
“
四严格

” ,

即严格考试要

求
,

严格考场秩序
,

严格评分标准
,

严格执行纪律
,

以使学生达到不能作弊
,

不敢作弊
,

不愿作弊的
“

三不
”

效果
。

为此
,

根据我院这几年在考试管理工作上的实践
,

我认为主要应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

工作
:

首先
,

要统一思想
,

提高对加强考试管理意义的认识
。

考试是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

考试不是 目的
,

而是检查教学效果的手段
。

学校领导应高

度重视考试管理
,

把它视为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内容
,

作为学风建设的重要环节
,

长期抓下去
,

狠抓

不放
。

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

认真做好考试管理工作
,

努力做到
“
四严格

” ,

力争在考试中不出现或

少出现作弊和违纪现象
。

高校的广大干部
、

教师
,

特别是学校领导必须充分认识到
,

没有好的考风
,

就不会有好的学风
; 一所学校如果在制止考试作弊上束手无策

,

那就很难有好的教学质量
。

因此
,

要

继续组织全校干部
、

师生认真学 习贯彻国家教委《关于加强考试管理
,

抓好学风建设的通知 》等有关

文件
,

大力宣传关于加强考试管理的重要意义
,

建立规范化的考试管理制度
,

落实各部 门
、

各人的岗

位责任制
,

使全校干部
、

师生达成共识
,

形成学校上下全面动员
,

各部门密切配合
,

齐抓共管考试的

局面
。

其次
,

建立健全规范化的考试管理制度
。

要使考风有根本好转
,

关键是要从制度建设着手
,

要努力做到
“
四严格

” :

一是严格考试要求
。

不能降低考试标准
,

关键在于把好命题关
,

提高试题质量
。

命题是考试的

中心环节
,

它决定考试的内容和实质
。

命题要以教学大纲和培养 目标为准绳
,

注重科学性和合理性
。

试题质量要难易得当
,

有一定覆盖面
,

要能让大多数学生产生一种知不足
,

知困之感
,

促使他们在平

时学 习中保持一种奋发图强的决心
。

同时
,

要认真抓好补考工作
,

采取相应措施
,

提高补考质量
,

扭

转学生对补考容易过关的错误认识
。

近年来
,

许多高校建立命题小组
,

采取集体命题
,

题库命题
,

推

行
“

统一考试
、

统一命题
、

统一阅卷
”

的
“

三统一
”

考试制度
,

做到 了考教分离
,

保证了考试质量
,

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

二是严格考场秩序
。

主要是把好考场关
,

严格执行考试纪律
,

加强考场防范措施
,

杜绝作弊漏

洞
,

使企图作弊的学生无从下手
,

不能作弊
。

监考是考试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

如我院在每学期考试前

都要分别召开监考教师和学生会议
,

公布《考场规则 》
、

《监考须知》
,

强调考试注意事项
,

重申考试作

弊违纪处理规定
。

实行标准考场
,

学生对号间隔就坐
,

凭考试证
、

学生证参考
,

每教室派双人监考
,

并

设立主副监考巡视等做法
,

对心存侥幸的学生的确起到威慑作用
,

考场纪律大有好转
。

三是严格评分标准
。

积极推行统一阅卷
,

实行标准化
“
流水

”

作业
,

既能保证学生考试成绩的真

实性
、

客观性
、

公正性
、

科学性
,

又能避免一些教师打
“

虚分
” ,

送人情分等现象
。

四是严格执行纪律
。

对违纪作弊学生
,

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
,

予以公布
,

决不能姑息迁就
。

当然
,

高校的绝大多数学生是遵守考试纪律的
,

作弊的只是少数学生
。

但是
,

如果不对少数学生作弊现象

迅速予以制止
,

就是对大多数学生不公正
,

对遵纪守法
、

勤奋学习的学生的挫伤
,

是对弄虚作假
、

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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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取巧者的鼓励
,

会造成学生价值观念上的严重扭曲
,

后果不堪设想
。

因此
,

必须严格执行纪律
,

对

于极少数学 习态度不端正
,

在考试中公然作弊的学生
,

要坚决按照《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和

校纪校规予以严肃处理
。

处理也是教育的一种必要手段
,

如果姑息纵容
,

将会后患无穷
。

第三
、

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
。

广大教师是培养德才兼备学生的主体
,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天职
。

要使高等学校的考风有根本的

好转
,

教师是关键
。

因此
,

必须认真抓好教风建设
,

必须充分发挥教师在学生思想教育中的优势
。

要

支持和鼓励教师严谨治学
,

从严治教
,

教书育人
,

为学生树立表率作用
。

教师要以自己的远大理想去

激发学生的理想
,

用 自己高尚的道德情操去陶冶学生的情操
,

用 自己鞠躬尽瘁的忘我工作精神去激

励学生的献身精神
,

以自己优 良的品德和学风教育和影响学生
,

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

同时
,

学校还要

制定有关政策
,

鼓励和引导教师全力以赴投入教学工作
,

积极开展教学改革
,

更新教育内容
,

改进教

学方法
,

充分发挥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作用
,

努力使教学工作生动活泼
,

富有吸引力
,

激发学生的学

习热情
,

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

第四
、

进一步加强对学生的思想
、

道德品质教育
。

学校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
,

除了向学生 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外
,

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学生全面素

质的养成和提高
,

它至少应该包括正派的品行和健全的人格
。

发生在高校中的作弊行为是一面镜

子
,

在加强考试管理的同时
,

高校的教育工作者
,

要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目的
、

学习态度
、

学

习纪律和学风的教育
,

引导学生自觉遵守《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及《普通 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

定 》等各
·

项规章制度
。

要把教育学生勤奋学习
, :遵守考试纪律与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有机地结合起来
,

作为加强校园精神文 明建设和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

认真抓

好
,

常抓不懈
。

要坚持正面教育为主
,

注意树立遵守纪律的典型
,

使学生学有榜样
,

赶有方向
; 同时

,

抓违纪典型剖析
,

使学生有所借鉴
,

敲响警钟
。

还要进行一些品格教育
,

人的羞耻心教育等
。

要通过

教育
,

努力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

树立正确的学习 目的
,

以勤奋学习为荣
,

以作弊违纪为耻
,

形

成 良好的学习风气
。

总之
,

加强考试管理
,

促进学风建设
,

提高教育质量是高校面临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

它关系

到学校的校风建设
,

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迫切需要
。

只有领导重视
,

坚持不懈
,

齐抓共管
,

综合治理
,

才能形成和发扬 良好的考风
、

学风
。

(上接第 80 页 )

第十五条 校对是学报 出版过程中的一违 重要工序
,

是保证学报质量的重要 因素
。

校对工作的

根本任务是
,

根据原稿逐一核对校样
,

消除排版上的错误和 不妥之处
,

按照 出版的规格和要求
,

校 正

编排技米和版式施工上的毛病
。

其次
,

还要注意发现问题
,

特别是要注意发现政治上
、

技术上和 文字

上的问题
。

校对分为初校
、

二校
、

三 校
、

校 红四个校次
,

必要时可 以增加校次
,

由主编 (或副主 编 )在校红 样

上签署
“
付印

”
后的付印样

,

方可送印别厂制版印刷
,

装订
。

第六章 其它

第十六条 《学报 》所录用的稿件按质量支付稿酬
,

稿酬标 准参照 国家版权局发布的有关规定

执行
。

注
:

①本条例解释权属学报编辑部
。

②
“

条例
”
中未尽事例

,

由本刊编辑部在编委会主任领导下进行修改补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