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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传真

雇佣作弊不是没有受害者的犯罪
姻托马斯·兰卡斯特

如果你知道如何上网，你就可以花 20 英镑
买到一份 2000 字的原创论文。相同的论文，如
果由一家在谷歌上张贴广告的大公司来完成，
则需要 50 英镑。

雇佣作弊指的是学生花钱雇佣写手代替完
成论文的行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各种
各样的论文在代写网站都可以被满足，而且这
些网站的数量仍在持续增加。我见过许多论文
代写的例子，横跨各个学科，水平层次不齐。甚
至有些学生的本科毕业论文都是代写的。

代写公司大多喜欢在著名网站张贴广告，
其宣传点通常在于论文代写的安全性和便捷
性。社交媒体也随处可见这些广告的身影，更猖
狂的是，有些公司甚至雇人进校园宣传。比如在
学校公告栏里张贴广告、在食堂餐桌上放置宣
传单、在校园门口发放名片。去年竟然还有一家
公司在伦敦地铁开展了一次盛大的宣传活动。

这些论文代写公司多为全球性的，他们从
单纯的学生那里骗取利润，并且承诺在 24 小时

以内完成论文。在一个又一个截止日期的逼迫
下，论文代写对于学生的诱惑不言而喻。学生本
以为自己会收到纯原创、无风险的论文。但事实
却是，收到论文的质量和原本承诺的相差甚远。

在每一个看似华丽的网站背后，学生们的
需求被传达给了一群急需工作的写手们，这些
人每天都在撰写不同科目和形式的论文，并且
饱受“赶作业”和“交作业”的巨大压力。

论文代写行业的本质就是欺骗。因此，当学
生与这类行业的从业人员做交易时，交易的公
平性很难被保证。换句话说，学生几乎不可能获
得一份高质量的论文，很多学生收到的论文粗
制滥造，这些足以敲响学术界的警钟。我见过一
些学生最后被迫加价，仅仅为了收到的论文是
通顺流畅的英语。还有学生被威胁，如果不支付
更多的费用，他们的论文作弊行为将会被公布
于众。显然，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如果敲诈者被
警方逮捕，学生也可能会被开除。

自 2006 年以来，我一直在研究雇佣作弊，

并发现有一部分学生一直追求理想、坚守自我，
雇佣作弊对这部分学生的影响难以估量。我曾
环游世界，和各国代表谈论这些现象。最终，我
得出了一个令人唏嘘的结论：学生们即使知道
他们的同学在作弊，也无能为力。

雇佣作弊并不是一个没有受害者的犯罪，
它让竭尽全力完成论文的学生贬值，让鼓励诚
实反对作弊的学校贬值，让学校颁发的各种学
历证书贬值。

论文代写工厂之所以能茁壮成长，是因为
他们有一批擅长写作的写手。他们知道怎样搭
建文章的结构、怎样利用资源、怎样提出学术论
点。所以，我们的学者们应该思考，如何让论文
评估标准和考查方式更加真实和实用。一方面，
我们的评估标准中有一些考察内容与实际相脱
节。另一方面，在考察技能时要注意方式方法，
要能保证论文内容都是由学生自主完成，而不
是论文代写公司。

采取行动反对作弊刻不容缓。通过各方面

合作，我们要关停这些坑害学生的公司，并且帮
助学生在大学真正学到知识和技能。

（作者系英国考文垂大学计算机、电子和数
学学院副院长，阚凤云编译）

最近，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发布了最
新的“2017 教学调查报告”，并于 2 月 16 日刊发
了该报记者的署名文章，对此报告做了详细的
分析，其相关数据及其结论对我们也不无启发
意义。

最新调查结果的三大亮点

这份针对世界高等教育的调查始于 2016
年，耗时数月，对 1150 位高教界人士进行了调
查，其中 90%的人员为大学教师。其所提出的相
关问题基本上都是大学教学的苦与乐，主旨则
是讨论大学教学的重要性。所有的问题都与教
师有关、与管理有关、与大学生有关。

此次调查涉及到的国家主要以英国为主，占
比为 84%；其次为澳大利亚，占 5%；欧洲国家 4%，
美国 3%，加拿大和亚洲国家均为 1%。在英国，受
采访的人数来自 130 多所大学。就整个受采访人
数的职业情况来看，学者占了 90%。就性别而言，
41%为男性、59%为女性。就大学教师的学科分类
来看，人文与艺术类占 24%，社会科学 17%，商学
与法学 14%，医学类 12%，生物、物理、数学等
12%，教育 10%，工程与技术 8%，创意艺术 3%。

就该项调查的主要发现来看，亮点主要有
三。首先，大学教师大都乐于教学，但没有足够的
时间备课；其次，大约过半的教师认为，前来上课
的学生未能按照课前要求作足功课，比如该阅读
的内容未完成，而且这些学生到大学里来还没有
做好接受高等教育的充分准备；第三，绝大多数
教师都反映，学生总是抱怨自己的分数低于期望
值，与此同时，还有 1/3 的教师认为当下的高等
教育标准在下滑。

大学教师：乐于教书育人和从事学术研究

通过调查发现，高校教师是一个绝大多数人
乐于教书育人和乐意从事学术研究的群体。

在受访的教师中，大约 88%的人都表示，教
书是其人生的乐趣之一，仅有 6%的人说自己不
喜欢教书。调查显示，大学中既有倾情教书者，也
有尊崇学术研究者。有大约 29%的教师认为教学
要比学术研究更有意义、更能激发人，也令人感
到更有收获。与此旗鼓相当，大约 30%的教师认
为学术研究更有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高于上述两者的比例，大约
41%的学者认为教学与科研应该同等对待。这一
调查结果很有意义，我们都知道，人们经常对大
学的一个指责就是，大学教师总是埋头于科研而
忘了教学的重要性。就此看来，事实并非如此。在
接受采访的教师中，对于“教师最重要的作用是
教书育人”的问题，大约 39%的学者表示赞同，与
之相比，只有 24%的人表示不认同。在管理者中，
支持教学为重的人员更多，高达 48%的管理人员
都认为教师的最重要的责任是教学，而仅有 33%
的管理人员对此表示异议。

对教师来说，相对于其他各项活动，每个人
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还是最长。超过 50%的教师
说，相对于科研或管理而言，教学花费的时间还
是更多一些。

教学与科研，能否相辅相成

在大学，教学与科研孰轻孰重是个永恒的话
题，如何在其中寻找平衡点，也是对教师的一个
考验。大部分教师认为这两者相辅相成。

在本次调查中，有高达 83%的教师表示，自
己的教学与科研有关，并受到了科研的启发。只
有 7%的教师不认可。英国某大学的一位教师的
话有一定的代表性。“大学教师不单单是教师。我
们还是学者，大家根据各自的学科专长去设计教
学大纲，而不是依据一成不变的大纲去进行教
学。”还有位教师说，“大学教学就应该基于学者
所从事的研究———否则，现在什么知识在网络上
找不到啊。”

关于教学与科研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还应
该听一听来自学生的声音。据报道，高水平的基
于科研的教学并未得到学生的认可。在接受调查
的学生中，只有 35%的学生认为，自己从任课教
师的教学中获得了新的学科知识或有所提高。

很显然，在高达 83%的教师坚持认为教学离
不开科研的情况下，却仅有 38%的学生认可教师
的学术研究有助于学科知识的提高，这其间存在
着不小的鸿沟。换句话说，绝大多数教师认为自

己的教学中植入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但却只有少
部分学生认为自己从中受益。在调查者看来，这
其间的鸿沟意味着，学生与对于课堂的认识与教
师是不同的。如果教师认为自己的教学富有新的
研究成果，那就应该让学生对此有更加清楚的认
识与了解。

职称晋升，看教学还是看科研

对于教学与科研之间的比重，虽然很多大学
教师都认为它们同等重要，但大学的管理者是否
持同样的观点则一言难尽。毫无疑问，大学管理
者与教师的定位不同、责任不同，自然会有不同
的观点。我们不妨来看看管理者怎么说。

据调查，有 55%的大学教师和 63%的管理者
认为，自己所在的大学秉持着科研重于教学的观
念。与此相比，对此持不同意见者的比例则分别
只有 30%和 28%。

令人感到沮丧的是，科研与教学究竟孰轻孰
重，回答一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出色的教学能
否使人晋升职称？仅有 34%的教师和 37%的管理
者认为，这是可能的；而占多数的 47%的教师和
50%的管理者认为毫无可能。

这种职称晋升主要看科研成果的机制，在越
是古老的大学（也就是越好的大学）表现得越是
突出。有一位来自古老大学的教授说，在一所古
老的大学中，一位在教学中作出了突出贡献但没
有在特定学术领域中作出突出成就的教师能否
得以晋升，这实在是一个令人怀疑的问题。这话
无疑说得很委婉，实际情况是几无可能。有一位
专家的话一针见血，现在的情况是，高等教育有
众多的评估教学的方法，但并不拿这些评估方法
去晋升职称。

虽说如此，越来越多的大学开始重视教学质
量，加强了监管。将近 60%的大学教师都提到自
己所在的高校要对自己的教学进行评估。只有

25%的教师说，自己所在的大学不进行课堂检查。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对于很多大学教师来

说，虽然自己的教学并不被所在高校看重，在自
己晋升职称时也未见起到作用，但让他们感到开
心的是，自己的学生对教师的付出都表示赞赏。

技术，在教学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对于今天的大学教师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
会承认技术的价值，并相信技术提升教学质量。

据调查，有半数的教师和 68%的管理者都认
为，将教学内容录播或者将其存储在硬盘上随时
供学生学习使用，有助于学生的学习；相反，27%
的教师和 12%的管理者认为，让学生在网上学习
对学生并无益处。

但有 45%的教师认为，录播课程与网上学习
降低了学生的出勤率。一所澳大利亚大学的教师
说，过去学生缺席大概是在第六周，现在从第一
周就开始了。而英国某大学的系主任抱怨说，录
播课程滋生了学生的惰性，学生不再参与课堂讨
论，也不知道该怎么做笔记了。学生不到课堂，教
师与学生无法交流，也无法问问题和进行讨论。
而对有些教师来说，课堂讨论是其重要的教学方
法，然而却无法展开。

很多教师意识到了社交媒体在与学生沟通、
辅导乃至课后学习中的作用。大约 39%的教师和
49%的管理者认为这种方式能促进学生的学习。
然而，尽管有 39%的教师乐意与学生通过社交媒
体联系，但仅有 24%的教师表示自己会经常这么
做，而有 57%的教师从不采用这样的方法。

很多教师都表示，自己总是会遇到学生的邮
件轰炸，总是为众多的学生邮件以及社交媒体中
的问题所困。大约 44%的教师抱怨，他们不得不
在邮件和社交媒体上不断地露面，从而使学生感
到可以与他们随时保持联系。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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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媒体报道，针
对中高考改革，教育部对
高中课标和课程方案进
行了修订，新课标和新课
程方案即将正式出台。其
中，新课程方案涉及语
文、数学、外语（课程）等
14 个学科，将通过课程
的多元化提升个性化、强
调选择性。

在强调个性化教育
和素质教育的当下，教育
部的此次课程改革本身
无可争议。但涉及 14 个
学科的大范围课程改革，
尤其是对个性化学习的
强调，是否会造成高中课
程与大学课程体系的不
衔接，却是一个值得注意
的问题。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
已经由来已久了。

早在 2003 年，教育
部曾颁布过《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 （实验）》，并在
2004 年正式实施新一轮
高中课程改革。那次改革

的最大亮点是把传统的体系课程设置
为 8 个学习领域、12～13 个科目，每一
个科目又由若干个模块组成。允许学
生根据自己的爱好与志向，做自主选
择。而这种自主学习的一个副作用，便
是由于学生并非“全面学习”，从而导
致了其在某些知识的学习上，难以做
到如之前那样的系统化。因此，当学生
升入大学后，老师们面对的会是一群
知识掌握水平参差不齐的学生。

换句话说，对于某些知识点，有些
学生可能因为高中已经学过而彻底掌
握，但有些学生可能甚至从没有接触
过。在这种情况下，对该知识点是进行
重新讲授，还是“一带而过”，也就成为
大学老师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而随
着此次新课改再次强调个性化学习，
这样的“难题”可能会越来越多地出现
在大学老师面前。

必须强调的是，在高中课程进行
更加个性化的改革是符合教育规律
的，其大方向没有问题。但这并不意味
着我们就可以对其给大学教学造成的
困扰熟视无睹。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
先需要加强的便是高中与大学之间，
在课程建设方面的联系。在这方面，高
中与大学都需要有一定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此外，大学本身也应该改变传统
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跳跃
式学习。只有双方共同努力，这道“难
题”才可能最终化解。

记者快评

近日有媒体报道，24 岁的大学
毕业生侯捷迈出大学校门已经半年
多，但由于当年办身份证时没有核
查材料，进大学后发现自己的身份
信息与他人相重无法注册学籍，而
她又没有通过正规渠道更正身份信
息，及时补册，导致她至今连学籍都
不存在，成为了一名“假大学生”。

目前，侯捷为找回学籍，已经在
不同部门开具了 17 份证明自己身份
的材料。然而，即便是这些盖满了红
章的证明，眼下也无力换回侯捷的
学籍身份。

应该说，侯捷当前困境的产生，
自然有她本人及其父母自身的问
题。但即便如此，有关部门也不能就
此“踢皮球”，让这一问题“无解”，而
应该以实事求是的负责任态度，解
开“死结”。

尤其值得深思的是，实行学生
学籍电子注册就是为了便于学籍管
理。可技术进步了，操作的人的思维
却没有进步。所以教育的进步不能
指望技术进步，而需要在技术进步
的同时，更新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
的思维。

根据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2009 年
下发的《关于加强普通高等教育学
生学籍电子注册工作的通知》，解决
这一问题并不难，因为解决的程序
十分清晰。根据规定，“学校在学籍注
册中发现录取数据有误或缺失的，
由学校向省级招生部门提出申请，
省级招生部门核实后将修改意见或
补充录取数据报教育部，并将相关
结果及时反馈学校。”而侯捷的毕业
院校已经为此开了公函并说明了情
况。而且，学生生源地的公安部门和
教育部门也已出具了相关证明材
料，希望生源地招办给予支持和帮
助，尽快完成学生录取库身份证信
息变更的有关事宜的对接工作。可
该省招办却不愿意处理。

据报道，该省招考中心计划统
计处一位工作人员回答，学籍系统
是全国统一的，应该“由教育部改”。
对方同时质疑，既然是 2012 年发生
的事情，当年就应该进行修改，而不
是等到现在，而且学生无法注册学
籍，学校为何还让她上学？

在这两条理由中，前一条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虽然最终信息确实需要教育部改，但省招生部门有
责任核实并把修改意见、补录信息上报教育部。这
一步不启动，教育部就无从修改。至于后一条理由，
学校和学生已经说明原因，学校和学生未及时修改
信息，这当然有错，但不能因此就“过期不候”。而且
2012 年发生的事并不那么久远，在信息技术时代，
查阅资料、数据并不困难，只要确认学生确因身份
信息有误而无法注册，学校和学生太随意而没有及
时处理，有关部门应启动救济程序处理这一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17 个公章也修改不了在教育考
试部门那里录入的身份信息，表面上看是有关部门
严格把关，但这却属于懒政。这种工作作风会使学
籍信息平台的服务作用大大减弱。针对学生电子学
籍，一致的意见是这有助于跟踪服务学生的招生、
入学、转学、毕业、升学，今后甚至会实现一生一号，
伴随学生终身学习的全过程。那么，当学生信息出
现差错，是否就让其付出一生的代价呢？

如果使用技术的教育管理者，并没有服务学生
的思想，即使技术手段再先进，对提升教育的管理
水平也并无促进作用。比如，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系
统就被认为有跟踪学生学籍变化，防止学生辍学的
重要作用，可如果登记学生信息的部门不及时修改
学籍信息，或者不认真核实信息，这一作用就将无
法体现。因此，希望教育管理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妥
善处理这名学生的信息修改申请。

当然，这件事也给了当事学生和高校以教训。
在目前的教育管理体系中，学生学籍信息十分重
要，如果学籍信息有错，切不可掉以轻心。假如当初
高校不是出于“好心”，让无法进行学籍注册的学生
继续求学，而是明确要求对方不能注册就无法求
学，学生也会引起高度重视，而不是一拖再拖。而修
改信息也必须严格依照程序进行，先在生源地公安
部门和教育部门核查修改，再报省招生部门核实，
上报教育部，反馈给高校。这也是建立学生信息管
理平台对所有教育管理者和办学者的要求。

（作者系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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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视点海外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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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访和调查中可以看到，大学教师
所反映的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少。总结
一下，大致有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班级规模扩大，学生的参与度较
低，但要求很多。

在调查中，大约 57%的教师表示，愿意
从事小班教学，而不是大班讲座。只有 14%
的教师喜欢站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教学风
格。在一些教师看来，班级扩大后的教学苦
多于乐，因为班级太大，导致教师与学生不
熟悉，甚至相互不认识。英国某大学的教师
说，自己每学期所教的班级中本科生有 18
人之多，有时候还更多，这样的班级就太大
了，难以组织讨论，学生的参与度就不会太
高，而上课时的讨论与参与是提高学生理
解力的重要手段。

当然，除此之外，有些学生在课堂上昏
昏欲睡。还有的教师反映很多学生上课不
积极参与，但要求很多，还总抱怨自己分数
太低。某高校教师提到，现在的学生很少按
照阅读书单去读书，而是仅依靠课堂上提
供的材料，甚至只去看课件，而有些学科的
学生只看看概要而已。一位教师说，现在学
生的学习，主要是为了通过考试，而不再是
为了学习一门学科或科学知识。

第二，大学教师对所在高校有所不满，
其一体现在没有充分的备课时间；其二是
教学管理对教学的干预太多。

英国一所大学的医学系主任说，一般
来说，一小时的课堂讲授，需要三小时的准
备时间。但从现在看，教师根本没有这么多

的时间去做准备。51%的教师都提到自己没
有足够的时间备课，仅有 34%的教师认为
自己的备课时间充裕。在管理者看来，情形
大体上如此。他们认为，教师没有充足的时
间备课，应该引起重视。

在调查中，教师们反映很多的问题是
教学管理对于教学的干预和约束太多。高
达 72%的教师和 62%的职员都认为，教学
管理的条条框框太多。正如一位教师所
说，单单就交作业而言，他现在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布置作业的整个过程中，而不是
去批改作业。教学管理条例要求，作业要
从学习平台上下载，要教师查看学生作业
是否有抄袭，打印出来，给出分数，写出评
语，还要同事复查，接着还要把样本上交
以接受内部审查。要对学生的整体表现作
出评价，还要看其他作业、回复邮件等，这
还不要提课堂上的种种测评、最终考试及
其结果了。

在这位教师看来，围绕着这一切，高校
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官僚体系。大学
对此还总是振振有词。很多教师认为，现在
的高校过分强调透明与前后一致，导致的
一个结果是实际增加了教师的教学成本与
学生的学习成本。有教师表示，教学本身不
应浪费时间———而应重在备课与评价。

虽说不少教师反映上述问题，但还是
有很多教师热爱教学。有教师就提出，不要
真的把教学（与学生）当做不愉快的事，要
充分享受教学的过程。教学是一种对话，只
要过程安排得当，这其中会有无穷的乐趣。

大学教学中存在何种问题

大学教学究竟有多重要
姻郭英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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