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写好高考作文，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微信公众号

1 / 4
`

【时文选粹】“答题卡被调包”系乌龙，公开调查并非多余

编者按：
近期，“河南考生答题卡被掉包事件”引爆网络媒体，民众质疑高考不公的情绪得以宣泄，
直到政府权威部门把调查结果公布，事件才算平息。这场由考生自编自演的“乌龙闹剧”现
在虽然已经落幕，但事件背后所折射的社会问题仍然值得深思。高考无小事。高考不仅关乎
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而且还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无论考生及家长对高考质疑的
动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对高考公平的有效监督和促进，作为政府有关部门都要报以尊重和
宽容，让全社会公民都拥有质疑的权利，这本身就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

“答题卡被调包”系乌龙，公开调查并非多余

①备受关注的“河南四家长质疑考生答题卡被调包”事件有了
权威认定。

②根据《关于网络反映“河南四家长质疑考生答题卡被调包”
问题的调查结果通报》，专案调查组全面调阅审核了 4 名考生
的答题卡运转视频监控资料，认真查阅和比对了 4 名考生的试
卷原件、答题卡原件和扫描件，对有关举报人、被举报人、考
务人员和当事人进行了谈话、询问，并委托权威专业司法鉴定
机构对考生笔迹进行了检验鉴定。事件中的关键疑点得以澄清：
1名考生承认答题卡是本人笔迹，并自愿放弃笔迹鉴定。3名考
生或家长要求进行笔迹鉴定，经调查确认，不存在他人模仿笔
迹作答和调包现象；其中，1 名考生答题卡条形码及个人信息
涂改系本人所为。

③答题卡没有被调包，经过几天的舆论发酵，这一结果其实不
算太让人意外，或者说舆论也做好了心理准备。毕竟，如诸多
论者此前所分析，在当前的高考管理秩序下，要完成答题卡调
包，难度和成本太高。只是，需要厘清的一点是，尽管调查结
果验证了此前的猜测，但并不代表，各方呼吁公开调查以及当
地相关部门的行动跟进，就是浪费公共资源的多此一举。

④往年，也发生过类似的“乌龙”举报事件。其中，个别事件
通过公开考生试卷原件来予以澄清。还有一些，则是基于常识
的推演，并没有上升到权威调查的层面，最终不了了之，难免
在公众心中留下狐疑空间。这次事件的调查，经历了多道专业

④对比论证。通过与往年类似事
件的比较阐述这次事件调查的
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

②详细介绍事件的调查程序和
结论。

题目即论点，概括、简明。

③理论论证，照应题目。阐述各
方呼吁公开调查以及当地相关
部门的跟进并非浪费公共资源
的多此一举。

①开门见山，提出论述的热点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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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并有纪检部门介入，因此权威性大大提升。事件结果证
明，质疑乃至举报，并没有伤害高考的公信力。相反，在直面
质疑和公开释疑下，高考的公信力其实获得了更多加持。

⑤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大可根据常识来推测，高考答题
卡调包的可能性太低。但常识的判断，并不能代替权威调查本
身。现实语境下，抛开对于涉事个人和家庭的重要性，高考也
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社会公平基座的作用，对它的任何质疑，
都不应该轻而视之。更何况，对于高考分数进行申诉，乃至质
疑其中可能存在的“人为操作”，这都是考生和家长的权利—
—并且不因动机而有别。作为社会公平底线之一的高考，也应
该能够敢于直面质疑，并经得起质疑。调查所耗费的公共成本，
不过是维护高考公信力的必要成本。

⑥高考又一次经受住了质疑，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对此类事件
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也不能不有所警惕。这起事件被证明系
“乌龙”，涉事考生和家长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不
应该让所有对于高考分数有疑问的考生和家长都背负这种压
力，甚至出现有疑问也不敢申诉的现象。更不意味着，今后对
于高考分数和公信力的质疑，就能够一概获得“豁免”。经此
一事，我们希望，对高考分数的申诉和查询，能够有更为便捷
和透明的操作程序。

⑦这起“乌龙”事件的触发，到底是源于考生对自己成绩的逃
避，还是家长对孩子的期待过高，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当事
人应该予以反思。不过，考生和家长对于高考成绩的态度、反
应，也是高考社会效果的一部分。抛开这类极端事件不谈，一
些考生在高考失利后的表现，也值得关注。“一考定终身”或
许已不是普遍事实，但高考被赋予的期待，仍不可低估。如何
让社会对高考的过度紧张情绪或者过高期待得以舒缓，仍是一
个未完成的命题。

来源：2018-08-12 光明网 作者：光明网评论员

【时代警语】

这起事件被证明系“乌龙”，涉事考生和家长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但是，不应该让所
有对于高考分数有疑问的考生和家长都背负这种压力，甚至出现有疑问也不敢申诉的现象。
更不意味着，今后对于高考分数和公信力的质疑，就能够一概获得“豁免”。

⑤理论论证。论述高考应该能够
敢于直面质疑，并经得起质疑，
调查成本是维护高考公信力必
须付出的。

⑥反面论证。警惕这次事件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并提出建议
和希望。

⑦总结全文。指出高考被赋予
的期待仍不可低估，呼吁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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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串联】

【相关链接】

高考答题卡疑“被调包”，试卷公开是最有力回应

近日，一篇《四家长质疑考生答题卡调包，纪委介入检察官实名举报》的自媒体文章，在
朋友圈疯转：4名来自郑州、洛阳、周口等城市的家长表示，孩子今年的高考分数与以往
成绩、高考后估分严重不符；他们怀疑孩子的答题卡被人调了包，并向纪检监察部门实名
举报河南省高考招生办相关负责人“滥用职权、组织考试作弊、内外勾结”。

据新京报报道，最新消息是，河南纪检监察部门已介入调查。

就目前看，河南这起答题卡疑调包事件，是否存在舞弊，目前没法下定论。几名家长提出
的疑点，如这几位考生平时成绩都不错，高考出来的成绩却只有预估成绩的一半左右；他
们查到的部分考生答题卡手写考生号和条形码上的考生号不一致、同一考生名下的四份试
卷准考证号均不相同、作文题目和内容非考生所写......这些情况是否属实，仍有待查证。客
观说，以往出现过个别考生不愿面对成绩，为了应付家长而编造谎言的个案。

但这些家长还反映，当地招生办一口回绝了考生及家长公开试卷答卷和答题卡的要求，让
家长走司法途径。家长们选择“网络信访”，似乎也源于这份诉求得不到解决。果真如此，
不公开试卷的做法很难站得住脚。

此前有个别地方的招生部门曾把考生高考试卷认定为“国家秘密”，拒绝考生的查阅要求。
所谓“国家秘密”，内含的要义就是一旦公开必然危害国家安全和公众利益。可考生自己
查阅自己的高考试卷，危害不了国家安全或公共利益。早在 2015 年，教育部在给江苏泰兴
某考生行政复议的答复中，就明确写道：“考卷不属于国家秘密”。既不是国家秘密，公
开就没有什么法律障碍。

在不少地方，都有过考生申请后考试院向其公开高考试卷的案例。例如，2013 年，考生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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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婷反映“高考分数被调包”引起舆论轰动，为澄清事实，福建省考试院向 18 家媒体公开
了杨婷婷全部 4科的高考答卷原件。2015 年，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曾经集体组织过要求复核
的考生进行看卷。就是在河南，2016 年，也曾发生过考生要求看高考试卷、被河南省招生
办拒绝的案件，涉事考生就此把河南省招办告上法院，一审考生败诉，但在二审，当地法
院支持考生的要求，责令河南省招生办在十日内向考生公开试卷。

在此情况下，涉事招生办理应基于对考生权利负责的原则，用公开试卷回应他们的疑窦。

高考，关乎考生一生的命运，查看考卷印证考分是考生不容漠视的权利。作为招生部门，
有责任认真对待考生权利。若考生考试成绩真的只有预估分数一半，考生要求查一下试卷
合乎人之常情，更何况，若果真查出问题，那也是关涉高考试卷舞弊的重大举报。

眼下，当地纪委监察部门的调查，让此事迎来了解决的契机。对当地有关方面来说，也有
必要直面几名家长的质疑，用试卷公开和笔迹鉴定等方式给出最有力的回应。

来源：2018 年 08 月 07 日 新京报 作者：于平

【思考】

1.你认为这次“乌龙事件”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2.针对这个事件本文的观点是什么？你是否认同，请谈谈自己的看法。

编者：刘广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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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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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雷：
优秀青年教师
高三把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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