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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最近一項調查顯示，學生考試作弊的比率較平常想像的要高

出許多。法國兩位學者 Pascal Guibert與 Christophe Michaut於 2009年

至一所综合大學進行研究，對該校 1815名在校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

發現高達 70.5%的受訪學生，曾經在就學期間有過作弊的經驗，完整的

研究報告於今年 6月出版後(註一)，隨即受到各大媒體的關切。 

書中的分析指出，學生的作弊經驗大多集中在國、高中，受訪者

曾在小學作弊者占 4.7%，國中最高，達 48.3%，高中略減為 35.6%，大

學則減至 11.4%。在考試作弊方式中，最常見的是提供其他同學正確的

答案，其次是向其他應試同學詢問答案，再來則是偷藏小紙條或抄隔

座同學的試卷答題等。儘管法國大學對於考試作弊的處罰相當嚴格，

但是在接受問卷調查的學生中，只有 16%知道大學考試作弊一旦被逮

到，最嚴重者可遭退學處分。 

儘管作弊的問題從考試制度建立以來就已存在，但隨著時代的演

進，作弊的方式也隨之改變。從前由於科技尚未發達，冒用准考證應

試較不易被破獲，但自從考生資料數位化後，這種作弊手法就相對容

易預防。儘管如此，現在的年輕人掌握科技的能力越來越強，作弊方

式也更加先進，許多考生甚至於考場運用手機與網路作弊，技巧高超，

防不勝防，往往讓監考人員自嘆不如。 

根據2007年一項大學督察報告結果顯示，教師與學生之間對於考

試作弊與抄襲網路文章的認知仍有相當大的差距。在筆試方面，儘管

老師及行政人員覺得學生作弊的現象與從前大致相同，卻有越來越多

的學生認為考場作弊的頻率之高，已到令人憂心的程度。相對的，在

作業與報告方面，教師們一致認為學生抄襲網路資訊的情況日益加

重，少數教師為求公平評分，甚至開始以電腦軟體偵測學生報告內容

中是否有抄襲的部份；學生們則普遍沒有意識到報告抄襲問題的嚴重

性。 



 

 

兩位學者在書中還指出，绝大多數在大學考試中作弊的學生，都

是有從小到大作弊經驗豐富的老手，且高中會考成績好的學生，比起

成績差的學生，在大學作弊的比例要高出許多。一位成績不錯的社會

系大二學生便直言道：「從前我並不覺得需要作弊，也不太了解作弊

所需要的技巧，但是在大學裡，考試作弊真的很容易。」另一位成績

優異的醫學系大六生也坦承，因為課業實在繁重，所以才取作弊這一

下策，以提振成績。作者認為大學裡作弊被抓機率不高，應該是讓學

生們躍躍欲試的主因。至於成績不好的學生，因為對自己的期待不高，

認為作弊也無法挽救什麼，因此大多無志於利用作弊拉高成績。 

書中還附載其他與大學生作弊相關的分析，例如作弊行為的發生

與學生之貧富階級並無直接關聯、男生作弊的機率較女生高、理工科

學生作弊的頻率比文史及法商科系要來的高等。另外值得注意的現象

是，大一學生作弊的機率(26%)較其他年級的學生(42%)低，作者認為原

因在於大一新生仍處於適應大學生活的階段，對於各項考試的規則還

不熟悉，也尚無心力培養作弊技巧。追根究底，兩位學者認為，大學

生作弊的主因應在於:部分學生可能由於無法承受繁重的課業，或認為

考試安排不當，或甚至無法充分吸收課程教學等眾多原因，在擔心害

怕之餘，最後採取了作弊的手段，希望能夠藉此解決問題，達到外界

對自我的期望。 

註一:書名為「考試作弊因素之探究」(Les facteurs de la fraude aux 

examens)，Pascal Guibert與 Christophe Michaut合著，由 L’INRP於 2010

年 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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