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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 合作作弊
! 月 "# 日，星期三，纽约州中

学会考的物理科目考试当天上午举
行。走进考场时，斯泰弗森特中学
"!岁学生纳伊姆·阿赫桑看起来镇
定、自信。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
瘦小的黑发男生已策划并即将实施
这所名校 "$%年历史上最严重的舞
弊行为。
会考每场三小时，两名监考老

师分别负责 &$分钟，中间有一次交
接。阿赫桑是物理课高材生，成绩相
当不错，他打算在前 &$分钟完成答
题，然后利用老师交接的机会把选
择题答案输入手机，群发给分散在
各个考场的“合作者”们。
作为回报，阿赫桑将在随后几

场考试中得到其他科目高手提供的
答案。他的“互助”网络中有优等生、
辩论队成员等，共 '($人。会考前
夜，他发短信确认参与者名单，并保
存在手机里。

手机 作弊工具
物理考试开始，一切都很顺利。

阿赫桑坐在他猜中的座位上，趁监
考老师交接之际飞快地将答案输入
手机。
见第二名监考老师坐下后不再

巡视，阿赫桑变得更加大胆。他偷偷
把手机掏出来摆在身前，用前倾的
上半身挡住，将做完的试卷逐页拍
照发送。监考老师毫无察觉。这门考
试他得到 &%分的高分。
第二天的历史考试中，阿赫桑用

手机接收到“合作者”答案。!月 )*

日举行的西班牙语考试是阿赫桑最
犯憷的一门。考程过半，就在他焦急
等待接收答案时，校长斯坦利·泰特
尔在几名老师陪同下步入考场。

校长从阿赫桑身边走过又折
返，俯视着他严厉地问：“你有手
机？”阿赫桑回答：“是的。”“给我。”
“为什么？”“因为我是校长。”

阿赫桑知道自己暴露了，尽管

他当时不知道校长如何发现他作
弊。后来他得知，那场物理考试有不
少学生的答案跟他十分雷同，引起
校方怀疑。

校长解锁了阿赫桑的手机，里
面存着的合作者名单、所有发送和
接收的考题答案通通曝光。

案例 并非个别
美国媒体报道说，斯泰弗森特

中学舞弊丑闻或许是发生在美国名
校最严重的舞弊事件之一，但绝不
是“空前绝后”。

今年 # 月份，& 名即将从加利
福尼亚州重点中学利兰高中毕业的
学生考试舞弊，其中一人涉嫌潜入
教室偷考题。

今年+月，哈佛大学教授马修·普
拉特阅卷时发现，美国国会概况课
期末考试的多份答卷内容雷同。

这门考试采取课外自测形式，
学生可将考题带回家，参考书籍或
利用网络资源作答，但必须独立完

成，不能与同学交流。而普拉特发
现，在交卷的 ,+&人中，近一半人有
对答案或剽窃之嫌。校方随后成立
委员会着手调查。
俄亥俄州立大学教育心理学教

授埃里克·安德曼研究学生舞弊行
为多年。他说，*+-学生承认在上大
学前至少有过一次作弊行为，其中
男生比例高于女生。

高分 诱惑难挡
安德曼指出，考试作弊行为自

古有之，但近年来愈发常见，“眼
下尤其严重”。这是由于如今孩子
们生活在“易诱发作弊行为”的环
境氛围中，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因
素便是学校过分强调考试、看重
分数。
这样的教育氛围促使一些孩子

为追求漂亮的分数“铤而走险”。对
名牌学校的好学生而言，这种压力
同样存在，甚至更大。他们从普通学
校脱颖而出进入名校，却很快发现
名校里高手如云，人人都和自己一
样聪明，或更聪明。
他们明白，斯泰弗森特中学的

毕业生中，只有最优秀的才能进入
哈佛大学；而哈佛毕业生也不是全
都进入高盛这样的大企业。因此，尽
管这些聪明孩子完全可以不作弊也
能拿到高分，但激烈的竞争迫使他
们想要更高分。
“当某件事变得如此重要，人就

会创造出一个倾向于作弊的环境。”
安德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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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学校的聪明孩子也会作弊
! ! ! !继!哈佛舞弊丑闻"后#名校斯泰弗森特也发现组团
作弊情况#人们不禁要问$$$

! ! ! !专家指出!除了"分

数至上#的教育氛围!整

个社会环境对心智尚不

成熟青少年的影响也不

容忽视$

首先!先进的网络

技术增加了人们共享

信息的途径!开放的网

络环境则为剽窃和抄

袭等行为提供极大便

利$ 不少孩子在"共享%

氛围中成长!把充分利

用网络资源视为理所

当然$ 一些学生认为利

用网络共享答案没什

么大不了$

哈佛大学大二学生

蒂法妮&丰塞卡说!她经

常看见学生们在网上就课外自

测讨论答案$ "我有些吃惊!但

不觉得奇怪$ %

其次! 名人效应影响孩子

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 杜克

大学社会学家丹&阿里利认为!

面对知名学者抄袭论文' 政客

欺世盗名' 华尔街巨头连环诈

骗等现实! 年轻人的是非观容

易产生动摇! 从而妨碍他们做

出正确的决定$

(书本上的是非!和周围人

告诉我们的对错不尽相同$ 言

传身教的影响力更大$好比说!

你看见限速标志! 但发现身边

的车都超速行驶! 你也会很快

跟着超速!#阿里利说$

此外! 青少年通常抱有追

求刺激和从众的心理! 容易在

朋友鼓动和高分诱惑下丢掉理

智$阿里利认为!这也解释为什

么不少学生会(组团#作弊$

美国哈佛大学今年 5月曝
出建校以来最大作弊丑闻，120
多名学生涉嫌在期末考试中舞
弊。一个月后，全美公立中学排
名极高的斯泰弗森特中学也发
现学生“组团”作弊。

考试舞弊一向被认为是差
生做的事，为什么这些好学校的
聪明孩子也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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