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师范大学远程教育学院官
网显示，9月15日、16日，是该学院各
校外学习中心的统一秋季考试时间，
其9月10日公布的“巡考工作通知”
里写到，望各校外学习中心加强考试
管理，严肃考风、考纪。该校官网公
布的校外学习中心名单中，有余姚学
习中心，其依托建设单位正是余姚市
函大教育培训中心。

昨天，记者以“想报名学习”为
由，联系上一位黄姓老师。据他介
绍，陕西师大网教新一批秋季招生已
经快要“关门”了，报名需要另想办
法。他不肯透露其所在学习中心的
名称，只说自己是第三方服务机构，
目的是给学生做好服务，是学校做不
了的服务。至于具体是什么服务，黄
老师坚持不肯说，“不方便说，大家都
懂的。”他表示，如果要报名的话，报
名费是交给他个人，通过微信或支付
宝转账，“发票肯定会给你的。”

记者提及9月15日的考试有“枪
手”，相关学习是不是比较容易通过
时，黄老师显得十分警觉，“我肯定会

告诉你我能告诉你的东西，至于其他
的，说透了就没意思了。”

记者注意到，陕西师范大学远程
教育学院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习期
限，学院每年组织两次考试，考试成
绩占课程考核的60%。学生在学习
期限内修满教学计划规定的学分，通
过教育部规定的公共基础课全国统
一考试，将获得教育部高等教育学历
证书电子注册的资格。

远程教育是我国成人教育重要
的组成部分。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
网络教育学员参加所学课程的期末
考试，必须凭三证，即身份证、学生证
和考试通知单，禁止代考与舞弊等行
为。

那么，此次如此多的代考“枪手”
究竟是谁组织的？陕西师范大学远
程教育学院以及余姚市函大教育培
训学习中心是否知晓？当天的监考
和巡考人员又充当了怎样的角色？
教育主管部门对此该如何处理？本
报将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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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百来人参加的考试
代考“枪手”竟然招了80人
记者暗访偷拍考场全景，巡考人员发现后强令删除

众所周知，不管什么样
的考试，找人代考就是作弊，
严重的还会涉嫌违法犯罪。

本月上旬，记者却接到
爆料：即将在宁波甬江财经
学校举行的一场考试，有人
正大规模招“枪手”代考。爆
料人称，他曾多次参加过类
似的代考，实际上就是进考
场之后照着答案抄在试卷
上。

记者几经周折，混进了
该代考圈。9月15日，记者
来到甬江财经学校发现，考
试过程看似严格规范，监考
的、巡考的考务人员配备齐
全，却无人对考生身份进行
核实。据悉，当天那场百来
人参加的考试，“枪手”竟然
就有80人。

根据爆料人提供的线索，记者经过几
次身份验证，进入了代考圈。要代考的那
场考试于9月15日上午举行，“枪手”把答
案抄到试卷上即可，劳务费45元。

此次招聘的“枪手”数量较多，男60
人，女20人。招聘的男子自称姓陈，要
求报名的人提供本人姓名、身份证号、手
机号码以及身份证上的照片。这些信息
是为了提前做好准考证。

9月15日上午8点，记者按照陈某
所说的时间来到甬江财经学校。学校楼
下已站了不少老师，招呼着：“是来考试
的吧，直接上三楼。”

到了三楼，记者又被指引着到一个
教室签到。教室里已坐了30多个在等
待的人，有人拿着表格签到，签的是代考
人的真实姓名和电话。现场有人提醒，
这是为了确认报名的人来了，也方便完
成任务后结算劳务费。

近8点半，签到室来了一个戴着“监
考证”牌子的女子，让大家去隔壁拿准考
证。另一个老师在旁边提醒大家，自己
的身份证都不要拿出来，报名字即可。

记者先前在提供个人信息的时候，
对方有条奇怪的要求：只提供身份证正
面的头像，把其他信息挡住。记者当时
有点疑惑，不过在领取准考证的时候，这
个疑惑就有了答案：只见准考证的姓名
和学号，是原本应该来参加考试的考生
的，身份证一栏以及照片栏，贴的却是代
考人的信息。另外，代考人的真实姓名
用铅笔写在准考证背面左上角，以方便
发证时操作。

准考证的信息显示，这场考试是陕
西师范大学2018年秋季网络教育课程
考试，负责的机构为陕西师范大学远程
教育余姚市函大教育培训学习中心。

根据准考证上的时间，考生当日需
参加四门课程的考试。在发证过程中，
整个教师团队都无人审核准考证上的信
息与考生身份是否符合。

据记者观察，此次考试涵盖了不同
专业，有小学教育、英语、公共事务、财务
管理等，试卷袋和准考证上都有明显的

“陕西师范大学”字样。当天，甬江财经
学校的三楼几乎都被这次考试包了，3
个大教室里都坐满了人，以一个教室坐
40名考生计，考生至少达到120人。

考前大量招聘代考“枪手”
劳务费45元

当天的第一门考试应该在上午8
点开始，但是9点多了，试卷还迟迟没
发下来。这段时间，教室里的两个老
师给每人发了一个手机专用信封袋，
要求所有人将手机关闭，装入信封，放
在桌边，并亲自用订书机将手机信封
袋的口子一一订好。

好不容易发卷了，考场里突然多
了好几个挂着牌子的其他老师。他们
变换多种角度，将试卷袋启封的过程
以及这个过程中的考场大场面拍下照
片。等到每个考生都拿到试卷和答题
卡后，“拍照小分队”就离开了。

这时，一个监考老师说了一句：
“会做的先做，不会的，一会有资料发
下来。”几乎所有考生都默契地没有提
笔，静静等待资料的到来。所有人都
有些无聊，有的还打起了瞌睡，监考老
师负责适时提醒大家：尽量坐好。

又过去十多分钟，传说中的资料
终于来了。因为每个考生的科目不尽
相同，监考老师费了一番工夫，把不同

的资料交到需要的人手上。记者手中
的资料大小约是A4纸的一半，选择
题、判断题、简答题、论述题……正是
手中试卷的答案。

资料到手，大家开抄。监考老师
则见缝插针地安排每人在一张考场签
到卡上签到，这次签的是原考生的姓
名。抄完一门，把答卷交上，再换下一
门的试卷、答题卷和资料。速度快的，
一个上午就能抄完4张考卷。不少巡
考老师陆续在考场进进出出，查看考
场秩序。

记者借口去洗手间，对整个楼层进
行了观察，发现每个教室都情况相似。
所有监考、巡考人员加起来，有近20人。

即将离开考场时，监考人员要求
大家将准考证上交。记者试图用手机
偷拍一张考场全景照，被巡考人员发
现，强令删除，理由是“考场不能拍照”。

当晚，记者又收到一条信息，次日
继续招兼职人员25名，在教室里做试
卷，每份7元，多劳多得。

考试流程似演戏，发下资料抄答案

陕西师大与余姚市函大教育培训中心有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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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上的招聘“考试充场”信息。

讲台上的监考和巡考人员正在准备给大家发讲台上的监考和巡考人员正在准备给大家发““资料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