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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的高考试卷这样评
省教育考试院制作动画视频，介绍高考评卷教师组成、评卷流程、评卷“四评”机制等

广告

工 成名就
关注2023高考系列报道

匿名阅卷
□知多一点

福建高考从2003年开始实行网上评卷，是全国最早实行高考全科
目网上评卷的省份之一，已建立“四评制”等一套完善的评卷管理机制
和质量监控体系，严格按照评分细则组织实施评卷工作，真正做到“给
一分有理，扣一分有据”，确保高考评卷公平公正、高效精准、科学准确。

为了让考生和家长更直观地了解我省高考网上评卷工作，6月12
日，福建省教育考试院制作了动画视频，全面介绍我省高考评卷的组
织管理机构、评卷教师组成、评卷流程、评卷四评机制等情况。N海都记者 罗丹凌

高考评卷员是谁？省
教育厅文件规定，评卷员由
高校教师、高中教师及教研
人员组成，有较高的学科业
务水平，专业基础扎实，熟悉

本学科的教学、考试内容的要
求，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其
中，普通高中教师须至少完成
一轮高中教学任务。

同时，评卷员须遵纪守

法，品行端正，严守秘密，工
作认真，责任心强，具有一定
的计算机操作能力和网上评
卷工作经验。年龄一般不超
过50周岁，身体健康。无近

亲属参加当次考试，不存在
其他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当次
考试评卷公平公正。高校研
究生及以下在校生禁止参加
高考评卷工作。

评卷开始前，评卷点
须组织全体评卷员进行
评卷规定、评卷程序的培
训，认真研究试题，熟练
掌握评分参考和评分细
则；组织学科专家挑选能
够最大程度代表考生各
种作答水平的样卷进行

“试评”，在“试评”的基础
上进一步完善评分细则，

统一评卷员对评分标准
的把握尺度。

“试评”给分不影响考
生的最终成绩，所有“试
评”的样卷在正式评卷时
全部重新正式评阅。在评
卷过程中，小题组、大题
组、学科组还将对所评试
卷进行随机复查，确保评
卷质量。

据介绍，我省高考网上
评卷实行四评制，确保每个
考生的答卷得到公平公正
的对待。

考生答卷的每个题块
至少有两名教师“背靠背”进
行评阅（“双评”）。题块由计
算机随机派发，每位评卷员

对考生信息和其他评卷员评
分情况毫不知情，只能依据
评分细则对答题进行独立评
阅，给出相应分数。

若这两位评卷员给出
的分数在设定的双评差值
范围之内，则取平均值为最
后得分。每道题的双评差

值由评卷专家组在评卷前
科学设定。若超过了这个
差值的阈限范围，由计算机
随机派发给第三个评卷员
评阅（“三评”），得出第三个
分数后，系统将对三个分数
进行两两对比，选择在差值
阈限范围之内，且差值更小

的两个分数的平均值为该
题的最终得分。

若三评教师给分与前
两评给分都还超过差值阈
限范围，则由计算机将这个
题派发给学科专家组直接
进入终评（“四评”），以终评
分数作为该题的得分。

我省高考全部实行网上
评卷，答卷扫描及评卷场所
实行封闭式管理，配备视频
监控、人脸识别、无线信号和
无线网络屏蔽等设备。视频
监控全覆盖、全程录像。评
卷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首 先 是 答 卷 扫 描 阶
段。考生答卷题卡通过特

殊的高速扫描仪转化为相
应的图像信息，系统采取防
篡改防重张等措施，并准
确、有效、安全地进行多重
加密存储，确保每张图像真
实、清晰、完整。随后，按照
科学制定的切割方案自动
将答卷题卡图像切割成若
干加密题块子图，通过专线

传送到评卷点。
其 次 是 网 上 评 卷 阶

段。评卷系统将题块分发
给相应学科组，评卷员通过
局域网登录网上评卷系统，
严格按照评分细则评阅考
生答卷，给出相应分数。

最 后 是 成 绩 合 成 阶
段。所有考生答卷评阅完

成后，省教育考试院组织
专门人员，进行分数合成
和评卷质量检查、成绩核
查、数据校验、异常卷（雷
同卷）处理、违纪舞弊考生
数据处理等。

上述三个阶段工作完
成后，考生的考试成绩才会
公布。

高考评卷员都有哪些人？

评卷主要包括三个阶段

怎样保证公平公正？

评卷开始前，还需先“试评”

到了清代，科举考试更为普及，每届
到京城参加科考的举子近万人，可是录取
的仅仅二百多人，落第者自然是数倍于金
榜题名者。

最初规定，凡是中式者试卷交到礼部
磨勘备查，其余皆废弃。不过，康熙十八
年，推出了“发领落卷”制度：“各房落卷，
同考官将落卷俱批出不中缘由，开榜之
后，顺天府出示，于十日内，令本生领取原
卷阅看，不许藏匿勒掯。”随着发领落卷的
推行，产生了不错的效果，一些被考官误
判、点窜破句或被错誊他人试卷的情况，
因此得到了纠正，士子可以将这些渎职考
官等呈部题参，使他们得到应有的处罚。

搞笑的是，一些主考官阅卷，做不到
逐卷批点，不过如走马看花，择其悦目者
取而荐之，其余补点数语便掷落；更有懒
惰的主考，将补批、补点之事让家丁代
为。有一落第举子，领取落卷一看，内批

“火腿一支”四字。后一查主考官竟然是
自己的熟人，于是该生携卷与之理论，主
考官仓促应答道：“大错，此系向供给所
取物之条。他们如何误贴在卷上？”竟然
是家丁将发福利的条子贴到了卷子上。
最终，主考官给了落第举子一头骡子，算
是补偿。

科举考试发展到宋代，各项制度得到不
断完善，尤其在防止作弊上，新的举措不断
出现。在北宋咸平年间，出台了弥封制，将
试卷上考生的姓名、籍贯等项用纸糊盖起
来，使批阅试卷的考官不知道手头的卷子是
何人所作，从此开始实行匿名阅卷。

但是弥封制并未完全杜绝科场中的舞
弊现象，做记号、识笔迹等作弊行为仍屡禁
不止，宋真宗接着又推出了誊录法，即设专
门机构和人员负责誊抄试卷，用于阅卷，这
样就有效地杜绝了“识认字画之弊”。

宋代匿名阅卷的弥封制实行后，也发生
了一些趣事。嘉祐二年，大文学家、翰林学
士欧阳修被任命为省试知贡举。当时风行
一种怪诞文风，其代表人物叫刘几。欧阳修
对这种以生造词语、文句拐扭、内容空虚怪
诞为时尚的“太学体”予以坚决打击。正好
刘几也在这次的考生之列。因为是弥封制，
看不到考试者的名字，但是在阅卷过程中，
欧阳修发现一份卷子里有一些怪模怪样的
语言：“天地轧，万物茁，圣人发……”欧阳修
笑着对同事们说：“这一定是刘几的杰作！”
他在空白处批了一个大大的“谬”字，并命人
把这份卷子张贴在试院的墙上，以示惩戒。

事后一查，这份被欧阳修刷掉的卷子，
果然是刘几的。

长安是大唐的京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就
在这里举行。

唐代在科考取士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其综合素
质的体现，所以，唐代科考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
为了避免一考定终身，准许参加科考的士子行
卷。所谓行卷，就是应试的举子将自己的文学创
作加以编辑，写成卷轴，在考试以前送呈当时在社
会上、政治上和文坛上有地位的人，请求他们向主
司即主持考试的礼部侍郎推荐，这就相当于现在的自我介绍，给了一些有才华的士
子增加及第的希望。

不过，天宝元年礼部侍郎韦陟发现推行行卷制度后，固然起到了自我推荐的作
用，但后来发展成为一种请托的渠道，甚至日益干扰主司的选拔工作，与其让行卷私
下进行，不如让举人提前直接向礼部交纳“省卷”，也就是举子们过去写的文章，于是
将行卷与省卷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纳省卷制度。这相当于正式考试前的初试，有利
于主考官全面真实地了解举子的素质和能力。显然，这是一种综合评价的方式。

诗人元结此前参加科考都未能中士，在天宝十二年参加科考时，按规定要向贡院交
纳省卷，于是，元结对自己过去写的二百零三首诗歌，进行了精心编排，称为《文编》，共
十卷。由于元结文笔好，省卷交上后，得到了知贡举的赞赏，第二年他终于进士及第。

N齐鲁晚报

欧阳修火眼金睛
考场“打怪”

清代马虎考官
竟将“火腿”贴试卷上

唐代纳省卷
最早的综合评价

最早出现
在宋朝

如今的高考制度，已经十分完善，在阅卷上实行
了电脑阅卷，阅卷的准确率和保密性大大增强。在

古代，科考制度的实行，为天下有志之士提供了向
上攀登的机会，而对于阅卷制度的不断改

进，则使这项制度更加完善，科考的
公平性日益增强，其间也发

生了不少趣事。

建隆/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