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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到一所综合性大学中办事，正赶上该校在组织年度研究生招生考试，在笔者所办事、也是作为

考场的教学楼门口，不仅有众多保安在严查考生，而且有许多监考人员在考场及楼道中巡视，还有电子

监测车在考场外活动（屏蔽或监测电子信号），其戒备森严状态似临大敌。过后笔者询问参加考试的学

生，进入考场是否要进行“安全检查”，学生答：“与乘机安检和奥运安检一样。” 

 

这似乎是一件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考试监考几乎都是这样的。而且在承担各种社会

性考试频繁的大学中，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监考经验，相关部门运作起来都驾轻就熟。在防止作

弊的宣传方面，可以说更是非常熟练。在考场外的标语牌上，既有谆谆教导和劝告学生不要作弊的警句

和口号，也有申明惩罚方式、用来威慑作弊的各项条例。其“恩威并用”的良苦用心，真让人感慨万

千、五味杂陈。试想，这些神情严肃、如临大敌的监考者在监督谁呢？是大学现在或者曾经的学生。难

道说他们在大学中的数年学习，竟然没有修养出能够让人信任的人格素养吗？ 

 

由于监考组织严密和技术提高的背景，一般是以考试作弊现象普遍、作弊程度严重、考生诚信意识

淡薄、道德素养不高为前提的，因而严厉监考的现象表明，如今高校中的考试作弊现象已经非常严重，

而且导致高校进入了一个作弊与反作弊的怪圈：由于作弊现象严重，因而要加强监考；由于严厉监考预

示着学校对学生信任度的降低，进而会减弱学校对学生良好品格养成的影响力，因而教育离自己“培养

人才”的目的和本质可能会越来越远。而这，是在说明目前的大学教育成功呢，还是在说明大学教育失

败呢？ 

 

这显然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因为人类教育的经验表明，人的良好品质一般都是在自由、公正、

理性、文明的环境中自发生长起来的，而不可能是在权力、权威、强力支配或压制下被动形成的。惩罚

和控制只能使人的意识更逆反，使人更倾向于暴力和虚伪，甚至将投机取巧、见风使舵当成一种生活的

方式和态度，形成以他律、他主、权宜为基础的被动性人格，而不会使人形成以理性、责任、自律、宽

容、友爱为基础的自主性人格。所以，教育天然地应该是一种说理性、熏陶性、示范性的活动，而不能

是一种威吓性、强制性、引诱性的活动。而大学中的考试监考对大学生而言，也不是一种简单的教师教

学行为或学校的教学管理行为，而是一种意义深远的教育活动，以及学生的人格熏陶活动。正是由于这

个原因，国外的许多大学在考试中，都推行一种激励学生自觉、自律的“荣誉规则”，引导学生珍惜

“荣誉”，杜绝作弊，进而养成自律人格。而我们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象，以及其依据的高压和惩罚意

识，显然是与教育的精神意蕴背道而驰的，依靠它，不仅无法营造出好的教育风气来，也无法培养出注

重责任、权利的合格公民，以及具有社会担当的精英人才。 

 

众所周知，大学教育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是人生受教育的最高阶段或最后阶段，也是学生人格形

成的关键阶段，学生在本阶段形成的人格形态，很可能就是他们即将带入社会的人格形态。那么，大学

期望学生带什么样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是带一种积极、自尊、负责、理性、自律的人格到社会上去

呢？还是带一种他律、他主、权宜、从众、功利的人格到社会上去呢？这显然是任何一所大学都应该认

真对待的严肃问题。 

 

基于民主素质只能在民主的环境中锻炼和养成、高尚的人格只能在高尚的氛围中成长和修养的人类

经验，大学生的自主性人格也当然只能在自主的环境中训练。而为了促进学生自律、自主、理性、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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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人格的形成，大学就应该在这方面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和训练。大学中的监考作为学校教育活动的一

部分，无疑也应该充分地体现人性，体现学校对学生的信任，让学生在被信任、被尊重的氛围中，来形

成他们遵守社会规则的自律精神，成熟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坚定他们的诚实品格和人生信念。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所有的监考，而是反对那种对学生“如临大敌、戒备森

严”的监考，因为一是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其活动目的中无疑包含有培养学生自觉遵守社会规则的内

容。而基于暴力环境容易形成人的暴力倾向、文明环境才能形成人的文明意识的原理，可知学生自觉遵

守社会规则的意识和能力，只能在被信任、被尊重的环境中形成。笔者以为，目前大学中的严厉监考现

象，是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养成的。二是这种监考的立足点是“管理”，而不是“教育”。虽然从教育

管理的角度看，严格监考是必须的，甚至应该“宁左勿右”，越严越好。但如果从教育工作的角度看，

这样的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因为这种做法会在学生的人格养成上形成障碍，会对其健康心理形成产生消

极影响，使学生精神上难以养成自觉为社会负责任的意识，使教育背离自己的本性和宗旨。 

 

对于学生考试作弊行为普遍及程度严重的问题，不应该简单化地借用社会管制的逻辑，企望用严厉

监考的方式解决，而应该在教育思想和制度中寻找原因，包括反思考试的内容和方式，并力图用教育的

方式、亦即通过提高学生人格水平的方式来解决。当然，这其中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应该

走出导致教育本性迷失的行政主义逻辑，让教育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活动，从而使教育活动建立在坚实

的思想和制度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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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生平时不怎么学，临考前几天跟平时上课认真的同学借笔记，去复印店打印一下，背过，或者直接带进考

场。或者坐在平时学习的同学周围，方便抄袭。最后的成绩也不错，可能还会拿到奖学金（如果是学生干部，平

时各种加分就多）。 

其实还有一个因素是出题老师。如果出题能达到开卷也找不到答案，非要你根据所学知识 费一番脑筋才能做出

来，那就不容易作弊了。 

亲身体会，一般的大学，可以说作弊成风。有时候去监考都没法监。作弊者此起彼伏。即使教室里有摄像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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