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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投了

不少钱，许多学校的硬件条件都有改

善。但是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地方乡

村学校的课堂秩序、校风校纪却成了

大问题：老师不敢管、管不了，甚至有

老师被气哭、被气跑，有心学习的孩

子纷纷逃离。

“待遇差、地位低”在一些地区甚

至成为乡村教师被学生“看不起”的

原因。不少人认为“当老师的工资还

不如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多”，老师在

缺少了尊严感的同时，也淡化了责任

感。同时，家庭教育的缺失也是老师

们不敢管的原因之一。乡村留守儿

童全靠老师教育，哪里教育得过来，

建议教育部门搭建信息平台，密切家

校关系，同时调动全社会共同参与，

对学生实现全过程、全方位教育。

(半月谈)

乡村教育还缺一张安静的书桌

武汉警方侦破了一起诈骗案件，

嫌疑人虚构一个期货交易平台，引诱

投资者投入真金白银。而骗局背后，

隐藏着一个“买卖微信号”的“地下”

交易市场，商家将微信号分为不同类

型，叫价从58元至500元不等。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韩骁律

师指出，使用者无权售卖其微信账

号，其他网民也不得购买他人的微信

账号，私自买、卖微信账号的网民均

需对平台承担违约责任。如果买卖

微信账号的网民使用这些微信账号

进行诈骗、非法开展股票博彩等违法

活动，也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与此同时，微信、QQ等平台发现网络

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

应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

措施。 (北京青年报)

微信号买卖背后有"灰色"利益链

2019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虽已结束，
但一些高校却接连爆出
自命题科目试题出现泄
题、雷同、超纲等问题：西
南大学自命题科目《自然
地理》疑似泄题，电子科
技大学自命题科目《固体
物理》的试题内容与考试
大纲出现偏差，山东师范
大学自命题科目《外语教
学理论基础》在考场上直
接发答案……目前，电子
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
学、山西师范大学、青岛
理工大学等高校已确定
将对相关科目进行补考。

1月11日，教育部公
布了对西南大学、电子科
技大学2019年研考自命
题事件有关校级领导干
部问责的通报，对相关责
任人进行了处分。此前，
西南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已对有关命题教师、涉事
人员、学院负责人、研究
生院负责人作出严肃处
理，有关地方主管部门也
已对相关地方高校启动
了调查问责程序。

研究生教育处于高
等教育的“顶端”，招生考
试作为“入口关”，直接关
乎教育公平。在中国教
育学会名誉会长顾明远
看来：“招生考试关乎学
校发展的基础，更直接影
响到每个学生及背后家
庭的命运。”

多所高校接连爆出低级错误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于

2018年12月22日拉开帷幕，仅过一天，就

有网友爆料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考试出

现失误：在一门自命题科目考试时，学校

直接发放答案。据现场考生介绍，考场所

有人都发到了答案，没有试卷。半小时

后，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失误将进行补

考”。山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当

日在官网发布公告称：12月23日下午，我

校2019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自命题科

目《外语教学理论基础》，由于工作严重失

误，试题印刷封装错误，致使考试无法正

常进行。

12 月 23 日晚，山东省教育厅在其官

方微博公布了本省另一所高校的类似问

题——青岛理工大学自命题科目《城乡规

划理论综合》发生了试题错装，“这是严重

的责任事故，影响了考生正常考试，造成

了恶劣影响”。同时，山东省教育厅已敦

促两校妥善安排补考各项工作。

无独有偶，西南大学自然地理考研试

题疑似泄题，在一个考研群内，有人于12

月 22 日上传了一份文档，其中包含的考

题与 23 日当天考试的部分内容一样，包

括论述题和名词解释。西南大学通过官

网回复称，已成立“以校长为组长，相关领

导、职能部门及学院主要负责人组成的调

查工作组”。

电子科技大学12月23日晚也在其官

网上发出通知，称此次考研中自命题科目

《固体物理》试题内容与考试大纲出现偏

差，无法考核考生相应学科的真实水平，

考试未能正常进行。学校决定 2019 年 1

月6日上午对该科目进行补考，考试成绩

以补考为准，参加补考产生的交通费及住

宿费按相关标准由学校统一报销。

12 月 24 日晚，网上又爆出山西师范

大学中国史试卷和去年雷同，校方通知考

生12月26日重考。“除了前面的选择题不

知道之外，名词解释、简答题、分析题、论

述题都一样，我感觉就是去年的卷子。”据

一名参加此次考试的考生介绍，他复习过

去年的试题，拿到卷子后很惊讶，但也把

卷子答完了。

12 月 25 日，山西师范大学官网发布

通告称，2019年硕士研究生考试中，该校

《中国历史基础》考题与2018年考题大面

积雷同，情况属实。通告称该事件是一次

严重的责任事故，学校已启动事故调查问

责程序，对相关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下

一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监督缺位，命题工作被视为“教学负担”
2018 年 8 月，教育部发布《2019 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对研

究生考试过程中的命题、审题、制卷以及

试题答案保密保管、运送交接等各工作环

节进行了规范，但实际操作中为何还是漏

洞百出？

“错发试卷、题目雷同……这些问题

并非从技术层面无法避免，只要在出题、

封装、分发试卷的环节中仔细一点、多审

查几遍就能发现。”长期参与考研试题命

制的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赵玲告诉记

者，命题是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

“目前自主命题分为题库抽取和实时

命题。有的高校建了比较庞大的题库，由

研究生院或考试院从题库中抽取。也有

不少是集体命题和教师独立命题。”赵玲

指出，集体命题和独立命题都存在命题人

员专业程度不同导致的试题科学性不足

状况。“考研命题时间紧，存在把往年题目

拿来‘改头换面’的情况。”

对于试题超纲问题，“学校对研究生

招生自主命题有明确规定，一般要求近3

年试卷雷同率低于5%，更不能出现超纲

试题。”赵玲表示，考试大纲是学校向全社

会公开发布的文件，出题教师应秉持契约

精神，本着对考生负责的态度来认真完成

这项工作。“超纲是对考生权益的一种侵

犯，说明高校对自由裁量权的管理使用粗

放随意，对研究生考试缺少严肃性。”

“实际上这也不是研究生考试中自主

命题第一次出问题了。事故频出反映的

是高校对招生自主权缺少足够的责任意

识。”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副院长、教授操

太圣指出，试卷审核是命题工作中很重要

的环节，但并非所有高校都成立了专门的

试题审核工作组。“为了试题的保密性，统

筹试卷付印工作的基本都是学校研究生

院，仅凭研究生院的有限人员很难做到专

业审核。”操太圣说，之所以允许高校对专

业课进行自主命题，是为了确保高校选拔

出真正适合的人才，但一些高校的态度和

做法显然与选拔目标背道而驰。

目前很多高校仍然存在重学术成果、

轻教学工作的弊病，而考研命题属于教学

事务。在现有考核评价体系下，命题可能

被一些高校教师视为吃力不讨好的“教学

负担”。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

表示，如果高校只有自主命题权，而没有

相应制衡、监督的机制，完全靠个人自觉，

难免会出问题。

命题非小事 点滴细节应慎之又慎
“此次曝光的研究生考

试乱象，对所有高校都是个

提醒。保证研究生考试公

平，是对考生负责，也是对学

校的名誉负责。”操太圣说，

近期连续出现的问题，全都

是自主命题科目，是招考过

程中弹性较大的地方，如果

连考试环节都把关不严，那

么伤害的不只是考生利益，

还有学校自身的公信力。

“从此次问题看，平衡试

题保密性和科学性成了目前

亟须解决的问题。”赵玲表

示，学校应该扩充出题库，逐

步以命题小组取代单独命

题，命题小组成员既要具备

权威性，更要保证数量，实现

命题工作合理的交替传递，

同时设立专门的审核工作

组，对试卷的科学性进行把

关。

“专业的事要交给专业

的人做。”中国教育学会理

事、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

学院教授张敏强指出，现在

学校有了自主命题权，但是

自主命题是个技术活，当前

考试命题管理模式并没有匹

配上。“要形成一套方法，培

养一支队伍，重视命题，把考

试命题工作当作做科学、学

问来做，而不是临时任务。”

“最关键的还是命题教

师，他们必须有一颗认真负

责的心。研究生考试应该进

行全流程把关，确保考试的

科学公正。”操太圣表示，对

于试卷印刷、分发引发的泄

题、试卷错印等技术性问题，

必须强化相关工作人员的责

任意识，树立不容半点失误

的红线标准。

研究生招生考试过程中

出现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

损害的还是考生权益。中国

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

晖告诉记者，对问题要查清

原委、严肃追责，更重要的

是要进一步推动完善招生考

试制度。“出题、监考、判卷等

各个环节，都需要建立专业

的标准，组织专业的队伍。”

“教育无小事，教书育人

在细微处，学校对招生考试

的点滴细节都应该非常慎

重。”顾明远表示，学校应秉

承对每一个学生负责的态

度，严肃认真地对待选拔考

试的每一个环节。

（《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