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的高考，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SAT考
试，在试卷上也做了很多防作弊工作。

考生考试前必须签订责任书，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教育主管部门也有责任告知
考生所报考的高校。考卷的保存箱里有红
外线探测仪，能够记录这个保存箱在拆封之
前卷子有没有拿出去过。

试卷上分为 A 卷 B 卷，有的甚至有 C 卷

D卷，一些州在考卷上添加了扫描码，这个东
西是无法复印的，但是它能通过特殊的扫
描，以确定试卷的来源，确定考生来自哪个
州、哪个学校甚至哪个考场。同时，引进电
子照片的识别系统，用高科技分析考生的面
部特征，防止有人去替考。另外还有笔迹鉴
别技术，看平时的笔迹跟考试笔迹是否完全
吻合。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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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目的地
美国、英国
韩国、印度

印度今年作弊最严重的比哈尔邦出现了1600多人集
体作弊。作弊手段比较传统，但是由于人太多，考场甚至
动用经过严格训练的大狼狗，导致很多考生受到惊吓。

——印度动用狼狗防止高考舞弊

盘点各国高考防作弊奇招：

印度：动用狼狗监考
韩国：监考老师人手一个探测器

高考将至，关于高考的话题也多了不少。其中大家最关注的就
是一些省市推出的防作弊“金属探测仪”，或者叫“金属探测器”。不
过也引起一些担忧。有人认为，这会对高考考生造成紧张情绪。我
们来看看国外类似中国高考这样的考试，又有哪些防作弊的高招。

高考在韩国是一考定终身，所以监考相
当严格。监考老师一般人手一个探测器，甚
至考生中途上厕所的便池也属于探测范畴。

每个监考老师都配置有金属测试器，规
定任何人不允许携带包括手机、MP3、数码
相机、电子计算器、广播等电子器材入场，一

旦被发现将剥夺考试资格。如果携带的电
子器材没有放在书包里，一旦被发现也会被
取消考试资格。如果考试中要去洗手间，监
考老师要记录下考生所使用的洗手间的便
池号码，等考生回到座位的时候，要用金属
测探器检查学生是否携带电子仪器进来了。

印度当地高考舞弊现象严重。在比哈
尔邦，甚至动用狼狗监考。

印度今年作弊最严重的比哈尔邦出现
了1600多人集体作弊。作弊手段比较传统，
但是由于人太多，考场甚至动用经过严格训
练的大狼狗，导致很多考生受到惊吓。

由于印度几乎每所名牌大学每年都最少
发生一次入学考试试题被盗事件，因此，印度
开始使用新的数字编码技术储存和打印试卷。

由于偷考题能赚5000多万卢比，相当于
100多万美元，利润可观，因此不断有人铤而
走险。印度现在采用一种新技术，把试卷完
全转成数字格式，翻译成编码，以 PBF 格式
储存在电子邮件当中。在考试当天，只有用
特殊的印刷机才能够联网下载邮件、印出试
卷。可是这也存在一个问题，万一不是所有
地方都拥有这个技术，可能会导致一些考场
的考生没有办法及时拿到试卷。

英国没有类似中国的高考，但是学生可
以用A-level，就是中学高级水平考试的成绩
来报考大学，并且考生只有 4 次考试机会。
虽然不是一考定终身，但是这项考试对于中
学生非常重要。因此为了防范学生作弊为，
有些学校甚至引进类似于间谍电影中的安
全设备来防范作弊。

他们引入精密的电脑软件，能对考生的答

卷进行扫描和识别，并通过遣词造句的相似程
度来判断其中是否存在抄袭。同时该机构还
在装有试卷的箱子上加装能发射无线电波的
电子标签，用来防止试卷被盗窃。此外他们还
在试卷上印上微型文字，注明学校的名称。由
于微小的文字和水印一样无法复印，所以可以
证明试卷的来源正当，在发生作弊事件时也可
用来辨认作弊学生就读的学校。

韩国
监考老师人手一个探测器
中途上厕所的池也是探测范畴

印度 高考舞弊现象严重
动用狼狗监考

电脑软件对答卷扫描和识别 美国
引进电子照片识别系统
防止考生替考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