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八般武艺防作弊
“防考生近乎防间谍。”这样的感慨并非

黑色幽默，而是现实场景的真实描述。如今的
高考考场，防作弊手段几乎用上了十八般武艺。
除了所有的考点必须是标准化考点，所有的考
场均为安装有网络监控系统的标准化考场。对
考生入场时的安检，比航空登机还要严格。各
考点均配备了隐型耳机探测器、身份证阅读器
和指纹识别仪、手机信号屏蔽器、金属探测器。
所有考生入场前会例行检查违禁物品。

就在昨天，教育部又一次重申，将会同有
关部门在考前严打涉考违法犯罪活动。重点
是“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

“净化考点周边环境”。如果说，“严打”“严查”
是属于国家教育部的“规定动作”，那么，在有
些地方出现的“自选动作”，则多少有些让人
大跌眼镜了。

比如，今年四川、湖南等省都明确规定，
考生不能穿校服、制服参加考试。湖南省还加
了一条，不准戴校徽。但上海、山东等地没有
此项规定。

这几天，有关吉林省“高考女生穿文胸或
许无法过安检关”的新闻被炒得沸沸扬扬。吉
林省招办在致考生和家长的公开信中，除常
规提醒、警示外，还提出了高考“无声入场”的
要求：“考生和涉考工作人员在进入考点时，
由专门人员对其服饰鞋帽、随身物品进行严

格检查，检测设备未出现报警声音方可进
入。”换言之，任何带有金属物质、会引起安检
仪器“滴滴”响的物品，都会阻挡考生进场。而
据新华社记者采访的当地一名高三班主任
称，文胸要换成背心，裤子穿松紧带的，鞋子
最好是布鞋……因为，金属探测仪一响，即便
只是文胸后面的金属搭扣，也将被拒之门外。
而且，对身体植入金属医疗器件的考生，需出
具医疗机构的证明材料方能入场。据悉，有些
曾经镶过金属牙齿、手术后体内留下钢钉的
考生，临考前正忙着去医院开证明呢。

诚信考试应是习惯
不过，对于如临大敌般的考场安检措施，

舆论除了一致认同必须给高考一个公平、公
正的环境，还对个别地方的矫枉过正提出了
质疑。高考安检固然需要，但也该给考生应有
的尊严。防作弊不能过分依赖技术。即便真有
考生利用文胸作弊，那监考老师和监控摄像
头是完全可以迅速发现的。

那么，严之又严的考场安检，会不会加重
考生的心理负担或影响到他们的考试情绪
呢？据记者从一些参加考务培训的老师处了
解到，在严格的规范之外，本市考务工作也从
细节着手，确保每一名考生利益。比如，在入
场时，如果检查出某位考生证件不符，会将其
请入应急通道，以减少对其他入场考生的影
响。在检查中，金属探测仪如果发出“滴滴”报
警声，根据本市考务规定，首先会让考生自己
说明哪里有金属物品，积极配合老师完成检
查，以免耽误后续安检流程。

一名多年参加高考监考的老师坦言，从他
的经验来看，本市考生普遍纪律意识较强，加之
高考时桌面上摆放的物品有严格规定，一目了
然。对于有经验的老师来说，监督考场秩序难
度并不是很大。按高考规定，考生不得将手机
带入考场。为了避免有“马大哈”违反规定，老师
们通常会在开考前反复提醒，并将已经带入考
场的手机封装在信封内，交由专人保管。

南洋模范中学高三班主任冯萍认为，要
从平时一点一滴抓起，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
这有助于他们从容应对压力和考验。在南模
中学，学生入学后就会被告知，如果发生考试
作弊行为，所有的评优、奖学金、推荐机会都
将被“一票否决”。每逢期中、期末考试，学校
还将开启教室监控系统，让学生和老师提前
感受会考和高考的氛围。冯老师说，在高三冲
刺阶段，几乎每天都会举行各学科模拟练习。
这时，她会故意离开教室半个小时或者更长
时间，创造机会让学生在无人监考状态下答
卷。从学生答题情况来看，独立完成情况较
好，诚信考试已是习惯。

行政规定效力有限
对于禁穿校服、禁穿文胸之类的防作弊

规定，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来形容，一点
不为过。只是，这样的“土政策”到底是否真的
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考生违反了，是否就该剥

夺他们的考试权利或对他们以作弊、违纪论
处？高考“土政策”的扩大化趋势，是否应该倒
逼呼吁了多年的《考试法》尽快出台？

据悉，早在 !""#年 $月教育部就表示，
《国家教育考试法》已进入专家起草阶段。上
海市教育考试院副院长刘玉祥说，至今还没
有听说《考试法》出台的消息，目前沿用的是
!"%!年 %月 &日教育部重新修订并于去年 '

月 %日起实施的《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
法》，即教育部 $$号令。

有数据称，我国每年参加各种国家级考
试的人达到 $"""万，为世界之最。从具体的
考试种类来看，有各类高校的招生考试，还有
社会上的公务员考试、司法考试、英语四六级
考试、职称考试，以及各种职业技能认证考试
等。然而，这么多年来，仅国家级的考试就越
办越多，却没有一部真正的考试法律法规来
规范其行为。在没有《考试法》的情况下，针对
考试舞弊现象的发生，都是用行政命令或者
教育部规章、文件的方式来规范。例如，教育
部的 $$号令出台后，尽管也被称为是惩罚作
弊力度最大的规定，但毕竟是一个部门的行
政规定，尚不具备国家法律效力。即便是《刑
法》条文中，对于严重的“作弊入罪”，也没有
明确的界定。因此，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亟
需制定一部能够调整和规范各类国家级考试
的《国家教育考试法》。

保障考生合法权益
一旦《考试法》出台，现在一些地方“雷

人”的考场规则和“土政策”就将自动失效。比
如，某个考生被监考老师认定为作弊，他可以
启动申诉程序，书面向所在的区县招办或作
出决定的部门申诉。相关部门在收到申诉后
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答复，并给出申诉
处理结果。如该考生仍不服，还可走诉讼程序
解决。又如，《考试法》出台后，作弊行为将被
视为违法行为，将按照司法程序进行处罚。对
于作弊罪名的成立与否，考生可进行申辩、申
诉，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

针对目前处罚作弊的部门规定，教育时
评专家熊丙奇表示，目前考试作弊是一个“本
小利大”的行为(一个本无希望考上大学的人，
如果作弊上了大学，人生或许会发生很大变
化；而作弊被发现的结局是取消当年高考资
格、禁考若干年，作弊处分放进档案。对那些
本来就考不上或以后也不会再考的人来说，
作弊被抓和不作弊的结果几乎一样。这便是
社会迫切需要一部《考试法》的现实背景，呼
吁《考试法》尽快出台。

除了制定《考试法》，真正要斩断考试环
节上的作弊链，对考试模式本身“动手术”，或
许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专家表示，“大呼隆”式
的考试，才是集体性舞弊的深厚土壤。应当让
学校真正拥有招生自主权。比如，自主招生中
的面试就很难作弊。若干个考官坐在对面，出
的题目也是五花八门，考生如何作弊？这样的
招考才是真正有效的“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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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高考等国家级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不能仅靠“土政策”

高考防作弊期待《考试法》规范
本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明天开考的 2013
年全国普通高校统一招
生考试，被坊间称为“史
上最严高考”。其实，高
考之“严”，主要体现在

安检与监考两个环节上。严查考生是否
夹带作弊器材，也成为各个考点的重要
防范工作之一。辅以高科技的检测手段，
在有些地方甚至还演绎出了诸如不准穿
校服、女生不穿文胸等“雷人”考场规则，
将严防死守发挥到了极致。由此，呼唤近
十年的《考试法》，再度进入了公众视
线———依法管理国家级考试的各项行
为，当是社会发展之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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