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新闻热线：010—58884062
E-mail：linlj＠stdaily.com

2016 年 1 月 6 日 星期三 JIAO YU GUAN CHA 教育观察

作为考研大军的一员，Sunny（化名）今年报考

了北京大学文史类专业的研究生。半年前，为了能

为自己谋一个更高的就业起点，她辞去高薪工作，回

老家开启了夙兴夜寐的复习生活。回想起那段备考

时光，她说考研的苦累只有经历的人才能明白。

Sunny指着满桌子的空笔芯，告诉记者 6个月的时间

用光了足足 80多根中性笔。然而，就在这场考试结

束当天，2015 年 12 月 27 日，几张有关“考研泄题”的

图片在微博上传开。

得知考题泄露，Sunny显得十分无奈，她说：“考

研政治整天背的全面依法治国，公平正义，司法是最

后一道防线。现在看来有些可笑，起早贪黑那么久，

不抵别人一张纸和几分钟。”

由于 2015年 11月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修正案（九）》规定泄题、替考、代考等行为现在要列

入刑事犯罪，因此 2016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被贴上

了“史上最严”的标签，但这场号称“最严”的考试却

留下了一个讽刺的结尾。

为何将作弊行为入罪依旧无法“堵漏”？如何才

能在源头上根治这类不端行为呢？

史上最严研究生考试被打脸史上最严研究生考试被打脸
唯分至上的录取方式遭诟病唯分至上的录取方式遭诟病

■图片故事

■教育时评
文·娄献忠

■责编 林莉君

2016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统一入学考试初试刚

结束，教育部便接到举报，称有考生收到个别科目部

分试题的作答与考题内容相关，有泄题之嫌。另外，

湖北查出 300多人作弊，多个作弊团伙被端。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明

确规定“作弊入刑”。日前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

审议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正案（草案）》，拟加大对

作弊考生的处罚。在立法源头不断加大打击力度的

背景下，不法分子依旧顶风而上，说明治理考试作弊

难度之大。因此，应绷紧从严执法这根弦。

已查处案件表明，高度组织化的考试作弊近年

多发高发。过去在有些考试中，堡垒在考前就已经

被内外结合攻破。之所以屡屡失守，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对作弊行为惩处的法律条款不完善，对参与作

弊的国家工作人员大多只能根据相关制度和规定，

用行政手段予以惩处，不足以形成震慑。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让日益完善的相关法律

切实落地，是遏制作弊现象多发的关键。就拿今年

的研究生考试来说，考题是否存在泄漏、从哪个环节

泄漏、谁泄漏的，都要依法查清楚；对涉嫌参与作弊

的国家工作人员，要依法做好内部处理和司法处理

的衔接，防止以罚代刑；对作弊团伙要注重“行刑衔

接”，不以违者众而放任，在法律规定下从严惩处。

同时还应看到，作弊既是违法，也是失信。法

治和诚信建设应齐头并进。应加强对考生的诚信

教育，让心存侥幸者在受到法律惩处的同时，也为

失信承担代价。惟有如此，才能营造公平干净的

考试环境。 （姜伟超 付昊苏）

——一家之言——
铲除考试作弊须法律利剑出鞘

超深探地雷达
助力深圳泥石流抢险救援

在日前发生的“深圳泥石流”事件中，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煤炭资源与安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临危受命，

成立救援队，带着由彭苏萍院士带领研制的超深探地雷

达，大幅度提高了抢险救援的精准度。这台可以给大地

“做彩超”的仪器，究竟又有何不同？

超深探地雷达充分利用天线定向发射和阻抗匹配技

术，探测深度最大可达 80 米，可实现地质勘查需要；同

时，还开发出车载多通道探地雷达系统，即使安装在时速

100多公里的火车上和汽车上，也可以探测出 6米深度的

路基及基础内部空洞等隐伏病害，其各项性能和指标均

已走在世界的前列。

提到这台仪器的研发，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彭苏萍

院士刚从美国回来。1997 年彭苏萍带领学生和清华大

学合作开始了漫长的研发旅程。1999 年，申请了第一个

国家自然基金仪器专项“防爆雷达的研究与开发”，2004

年，北京道路坍塌严重，这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新的研发目

标，即道路检测，2005 年形成第一套可工程应用的探地

雷达。先后在国家自然基金、“十一五”和“十二五”科技

支撑计划和国家仪器重大专项的支持下，彭苏萍带领的

团队日夜奋战，终于使其研发的雷达开始进入快速的发

展阶段，仪器分辨率不断提高，探地深度不断加深，应用

范围也不断扩大。2008 年，该雷达应用于自然环境复杂

的青藏铁路做道路检测；2009 年国庆 60 周年阅兵、2015

年抗战胜利 70周年阅兵线路的检测工作中，该雷达应用

于检测大阅兵道路下的不密实区和空洞等病害。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开发的系列探地雷达仪器广泛

应用于地质探测、道路检测、隧道和桥梁检测以及考古等

方面。如今，科研团队正在为开发“互联网+城市道路地

下养护探地雷达系统”进行攻关。

（通讯员 牛雨蕾 刘婷婷）

拿手机刷微博、玩微信、看新闻……这已成当

前众多大学生每日的生活习惯，并且这样的习惯

被许多学生带进了课堂。于是，课堂上出现了这

样一类特殊人群，即课堂“低头族”。为了让课堂

“低头族”能抬起头来认真听课，近年来，全国多所

高校都在推行“无手机课堂”。那么，手机止步课

堂，能否让“低头族”重新抬起头来认真听课？（据

中国新闻网）

不能否定，推行“无手机课堂”对敦促“低头族”

重新抬起头来认真听课大有裨益。但是在笔者看

来，手机止步课堂，能否让“低头族”重新抬起头来

认真听课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之处。即便“无手机课

堂”教学效果不佳，学校也仍然有必要大力推广“无

手机课堂”——不为别的，只为老师在课堂上讲课

时，至少在形式上能感受到学生起码的尊重。

如果一边是老师在讲台上讲得津津有味，另一

边却是学生在拿手机刷微博、玩微信、看新闻，试问

老师的尊严在哪里？有人认为教学效果的好坏根

本在于老师的讲课水平，这话当然不能算错，但是

如果老师面对的是一个又一个不能自拔的“低头

族”，他的教学水平又如何才能发挥出来？

而作为学生来讲，如果手机止步课堂没有硬性

的限制方式，比如进课堂后要把手机放进袋子里，

那又该有多大的自持力才能把精力转回老师的授

课当中？就此而言，“无手机课堂”不但值得提倡，

值得推广，而且值得大力提倡，大力推广，好还给老

师们一点体面，一点尊严，一点传道授业解惑的干

净空间。即便效果欠佳，即便学校上有政策学生下

有对策，但价值观、教育观的导向总是正确的。

更何况，“无手机课堂”在事实上还是大有成

效。倘若，因为“无手机课堂”在某些方面的叫好不

叫座，或者因为连好叫得也不够响亮，就将其否定

之，那大学的课堂该成为什么样子呢？岂非要走上

被手机占领的不归路？老师的心情恐怕就更加忧

郁，课讲得就更加应付差事了。笔者认为，对“无手

机课堂”应该鼓励，在鼓励中帮助其不断完善。

“无手机课堂”莫以效果论价值

■将新闻进行到底
文·本报记者 许 茜

东 北 师 范 大 学 教 育 学 部 教 育 管 理 学 院 博 士

生 导 师 夏 雪 告 诉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从 供 给 与 需 求

的 角 度 来 看 ，作 弊 考 生 作 为 需 求 方 有 获 得 录 取

机 会 的 驱 动 力 ，泄 题 者 作 为 供 给 方 有 获 取 高 额

利润的驱动力。而同时，号称“史上最严”的《刑

法》将 考 试 作 弊 行 为 入 罪 只 能 是 短 期 的 处 罚 。

对 需 求 和 供 给 双 方 而 言 ，一 方 面 被 处 罚 的 机 率

较低，另一方面短期处罚的威慑力还不够，缺少

长期处罚的力度。将参与考试作弊的行为计入

个人诚信档案或信息记录，影响其日后升学、就

业 、贷 款 等 事 项 ，加 大 个 人 作 弊 成 本 ，会 明 显 加

大处罚的力度。

但无论是建立长期还是短期处罚机制，这都

是在“堵漏”，如何才能在源头上根治这类不端行

为呢？

2016 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作弊事件已不是首

例，2012 年考研时也曾曝出过“泄题门”。虽然泄题

者湖南省湘潭市教育考试院招考科科长等人被处以

留党察看、行政撤职等处分。而涉事考研机构，某教

育集团长沙分校负责人、广州地区负责人被刑拘。

但是，考研舞弊似乎已经成了“屡治屡犯”的顽疾，法

律的“猛药”也效果欠佳。

在夏雪看来，催生考研舞弊“屡治屡犯”现状的

原因是复杂的，既有考试作弊成本和违规成本较低、

提供作弊个人或群体的高回报，也有此前对考试舞

弊人员处罚过轻的处理方式，而根本原因在于研究

舞弊根源在于唯分数论的录取方式

现行的研究生入学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部

分，两部分的综合表现决定考生是否具备录取资

格。初试一般包括公共课（政治、英语）和专业课，由

国家统一组织；复试则是由各招生单位单独组织的

笔试、面试相结合的考察，只有通过初试分数线的考

生才有资格进入复试。

总的说来，我国现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在

形式上表现出了客观的公正，体现了“分数面前，人

人平等”。但夏雪指出，对高校选拔真正意义上具备

硕士研究生入学资格的考生来说，还有诸多不够完

善的地方，但仍然存在着待改进的空间。“目前来看，

研究生入学考试分数依旧是非常重要的考核标准，

有时甚至是唯一标准。考研第一门槛的英语、政治

试题基本还是‘死记硬背’的模式，但唯分数论不仅

不能完全真正考察学生实力，还会引发考生为了拿

到高分不惜舞弊。”

谈及研究生招考现状，夏雪表示，研究生复试、

面试的目的在于导师了解考生的专业知识水平和研

究意向，虽然很多高校增加了复试、面试在考生总成

绩中的比重，但一些高校的复试、面试分数只停留于

形式化，对初试成绩影响不大。

除了选拔环节之外，夏雪还认为试题内容设计

上也有待改进。“研究生扩大招生规模以后，越来越

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本校本专业的考生分数，尤其是

专业课成绩往往没有外校考生、甚至是跨专业考生

的分数高。但是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明显感受到

报考分数高的学生学习效果和能力未必一定高。这

样，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能是学生进入研究生阶段的

一块敲门砖，于高校和教师而言，入学考试无法成为

选拔高素质、高水平学生的有效方式。”

现行考研招生制度有待改进

孙明（化名）刚刚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研究生毕

业，在他看来，日本与国内的研究生招考制度有相似

之处，也有差异。日本考研由外语、专业知识和口试

三部分组成。外语主要考察学生翻译外文文献的能

力，与我国的相对应的科目考察情况类似。但对专

业知识考核侧重于专业的基本知识，文科类专业一

般以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不仅要考核学生相关的

专业知识，同时还对学生逻辑思维、表达等综合能力

进行了解。而口试的考试形式与我国考研面试类

似，但与我国相比日本考察更加注重个性。“在申请

研究生时要提交一份研究计划，如果面试时教授认

为你的研究计划与他的方向不符，就绝对不会录

取。日本研究生招生历来趋向从严，重视质量，从不

对招生数量的发展进行苛求，招生考试规模遵循有

序扩大的原则，甚至有些年份招生不足。”

但是，反观我国在考试标准设计上则略显单

一。夏雪表示，统一考试通常注重权威性，便于用统

一的标准要求所有的考生，可比性较强，操作简单方

便。但研究生招生考试的统一化趋势引起了学术界

许多学者的隐忧，认为这实际上是将考研高考化、简

单化与唯一化，使人才的选拔与鉴别倾向于单一化，

无法有效的选拔多样化的人才。

研究生招考统一化引发学界隐忧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近日，首届两岸“互

联网+现代农业”高峰论坛在清华大学召开。两岸政

商学界 300 余名专家学者共同就“互联网+现代农

业”背景下的农业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表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愿，清华大学历来高度重视两

岸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与

台湾高校、学术机构、社会团体以及各界人士展开了

广泛的交流和多层次的合作。农业是两岸最早开展

交流与合作的领域之一，也是两岸交流合作中最活

跃的领域之一，在两岸关系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互联网、大数

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正在深

入融合，这种融合导致大量机遇的产生，推动了农业

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对现代农业的发展起到有力的

支撑和引领作用。本届两岸“互联网+现代农业”高峰

论坛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共同探寻“互联网+”形

势下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

首届两岸“互联网+现代农业”论坛在清华举行

科技日报讯 （记者林莉君）在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汉字构形演化数字化技术与系统”项目资助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开展了汉字构形

演化关键技术研究和系统研发。日前，双方联合北

京天人同达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在京发布了此科研

成果的转化产品——《汉字演变》软件。

《汉字演变》精确解释了 900常用汉字的构造意

图和文化内涵，拒绝浅俗化的汉字构意臆测与伪科

学的汉字文化解读，并给学习者正确的汉字认知规

律。保证了祖国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规范性。比如

“武”字表面看是由“止”和“戈”两字合成，但它的原

始意思不是“止战”，而是“扛着武器去打仗”。而我

们很多人通常认为“止戈为武”就是“武”字的原始意

思，这就出现了解读错误。类似“武”字这样被误解

的汉字还有很多。《汉字演变》软件则对每个汉字的

结构、部件、笔画的产生和消亡都有理有据前后继

承，并伴随有旁白解读，一分钟讲清楚每个汉字的

“前世今生”。

据介绍，研究人员甄选、高清扫描了大量汉字演

化关键历史时期的经典汉字碑文拓片，利用计算机

技术、微视频方式，形象、动态地再现了从殷商甲骨

文到现代楷书汉字构形的复杂演化过程，精确解析

汉字的构造意图和文化内涵，被誉为首部动画呈现

汉字源流的新媒体著作。

一分钟讲清楚每个汉字的“前世今生”
据新华社讯 要检验学生是否掌握了某些知识，

现在常用的方式就是考试。如果不用考试就能给学

生打出合理的分数，估计许多学生会乐开怀，老师也

可以省下不少工作量。一项新研究说，计算机模型

在很大程度上已能做到这一点。

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克里斯·皮希等人近日在一

个信息学学术会议——“神经信息处理系统会议”上

发表报告说，他们开发出的计算机模型。可以追踪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对这些数据进

行分析，从而判断出学生对相应知识点的掌握情

况。也就是说，可以不用考试就给学生打出一个比

较合理的分数。

研究人员调研掌握了超过 140 万名学生的数学

学习情况。计算机模型会对各种数学问题进行分

类，如求平方根、斜率等问题，然后根据学习历史推

断出一名学生对某个问题的掌握程度。测试显示，

让学生做一道新的试题，计算机模型预测这名学生

会做对还是做错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85％。

皮希说，他们的目标是让未来的学校不再需要

考试。因为如果学生的每一点学习进展都能得到关

注，他们究竟掌握了哪些知识也就很清楚，用不着再

通过考试打分。

不用考试，也可以给学生打分

据新华社讯 （记者查文晔 陶冶）近日，国务院

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3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时表

示，为落实两岸领导人会面成果，促进两岸教育交

流，大陆有关方面决定采取积极措施，自 2016 年起，

进一步扩大开放陆生赴台就读“专升本”。

他介绍说，将新增北京、上海、江苏、浙江、辽宁和

湖北6省市为试点省份，加上2013年确定试点的广东、

福建，试点省份将达到8个。同时，招生名额将由目前

的1000名增至1500名。为做好实施工作，两岸有关方

面日前进行了会商，负责陆生赴台事务的窗口单位正

就具体细节进行沟通和对接，确保将好事办好。

马晓光表示，多年来，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

形势下，两岸教育交流合作取得了积极成果，希望台

湾方面切实改善两岸教育交流环境，维护陆生在台

的正当权益。双方共同努力，推动陆生赴台健康有

序发展，为两岸青年学生交流合作创造良好的环境。

赴台就读“专升本”新增6省市试点

生招生考试制度。

她表示，唯分数至上的录取方式是“顽疾”的病

源。参加考试的学生只有英语、政治达到报考高校

（或专业）的分数线才能进入录取梯队，分数成为了

“判决”考生命运的令牌，为了提高录取机会，个别考

生抱着侥幸心理，宁愿“铤而走险”。

2015年12月28日，南京，日本历史教师首次走进中
学课堂授课。日本法政大学附中的历史老师小林孝纯为
学生们讲授《战争中的中国人与日本人》。

据了解，此次参与课程旁听的还有20多位来自日本
的历史教师和师范生，他们都是来自“社团法人日本历史
教育者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是一个进步的民间组织，目
前日本全国有近 2000 名历史教师作为会员加入，多年
来，他们致力于历史教育的研究，并与篡改历史教科书、
修改和平宪法的右翼势力展开斗争。他们曾经多次组织
日本历史教师代表团来南京访问，但组织日本老师走进
南京中学历史课堂授课还是第一次。

海子/视觉中国

日本历史教师
首次走进南京中学课堂授课

2015年 12月 27日，济南，来自山东省各地 1165名
小选手参加机器人比赛，加上陪赛的数千名家长，挤爆了
比赛场馆。

山东省青少年科技活动中心等单位主办的第四届山
东省青少年机器人嘉年华活动在济南奥体中心东荷体育
馆开幕。同期还举行全国青少年创客大赛山东站的活
动，以培养未来的机器人工程师。

视觉中国

上千名小选手
参加机器人比赛挤爆场馆

■高校科研

2015年12月26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考场外挂着“组织作弊依法必究，充当枪手害人
害己”标语。 阿静/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