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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巡考机制是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保障考试公平的重要手段。针对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特点及巡考工作存在

的问题，以准确预判、发现及时、分析到位、及时纠正为目标，通过多层次区域划分、确定责任和不同职

责人员派出，进而设计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多层次巡考组织结构；通过对前期准备、实施跟进和反馈、后期

总结跟进三个阶段分析，进而设计多层次巡考运行流程；最终建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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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spection mechanism of High Continu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fair-
ness of the examination.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 Continual Education examination 
and the problems in the inspection work, with the goal of accurate prediction, timely discovery, 
timely analysis and timely correction, through multi-level regional division, responsibility deter-
mination and different responsibilities, the multi-level inspec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of High 
Continual Education has been designed; What else, through the three-stage analysis of prelim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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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implementation follow-up and feedback, and later summary and follow-up, the mul-
ti-level inspection operation process has been also designed. Finally, the offline multi-level in-
spection mechanism of High Continual Educ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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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随着互联网和各种教育新技术的实现，教育理念被更多人接受，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招生持续增加。随着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招生继续向好，校外合作办学机构也相应增加，如何保障高等

学历继续教育质量成为了社会重点关注内容。考试作为教学工作的重要一环，合理应用巡考手段来保障

考试的公平、公正性也是考试工作的重点工作，也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措施。 
现在随着标准化考场的推进，很多考试都采用网上巡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组织机构也建立了考试

指挥中心，进行远程指挥和巡考。但是由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的特殊性，线下大规模考试巡视任然需要。 

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特点及存在问题 

(一)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特点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多采用网络和面授相结合的方式，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期末考试由国家开放大学

或对应的网络学院统一组织。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期末考试不同于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期末考试。高等学

历继续教育考试招生地域广，期末考试采用在多区域，多考点进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期末考试参考考

生多，考试时间集中，考试组织难度大，对考点组考水平要求高。如：四川开放大学开放教育 2021 年春

季期末考试参考考生 10 万余人，在 149 个县市设立考点 202 个；2021 年秋季期末考试参考考生 10 万余

人，在 151 个县市设立考点 196 个。 
1) 考点主体差异性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校为合作办学机构既有公办教育机构，也有民办教育机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考试组织机构对大部分合作办学机构没有直接的行政权，不同性质的教育机构之间的利益诉求不同，对

考试的认识有差异，考试组织水平有高低。 
2) 考点资源差异性 
合作办学点所在地域不同和教育投入和基础建设本身存在差异，造成考场硬件设施差异。有的是标

准电子化考场；有的考场建设相对落后。 
3) 考生群体差异性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面向社会招生，采用宽进严出的办学政策，入学门槛比成人高考要低。有的学生

本就从事此行业，掌握专业知识全面，技能娴熟；有的学生就是“零基础”，从头开始学习。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入学新生的整体学识水平要低于通过成人高考入学学生。 
4) 人为影响 
考试组织机构到各考点再到考试工作人员，考试政策和要求的传达存在人为障碍、逐级减弱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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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巡考工作存在的问题 
巡考管理工作，顾名思义就是针对各级各类考试，上级教育行政部门选派工作人员到下级教育行政

部门，以督促检查指导等手段推动组织开展考试工作的一种工作方法和教育行政管理手段[1]。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考试工作从开始就一直坚持巡考制度。随着时代发展，考试的各项规章制度更加细化，各项规

条日趋严密，对巡考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巡考工作存在的问题逐渐凸显，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巡考工作的准备不足。巡考工作不仅是对考试实施中可见的内容做出的一种合规性评判，更是对

该考点的考试组织及其对整个考试的影响做出的综合性分析。因此，在开展巡考工作之前，需要掌握如

该考点考生人数和来源、考生考前教育情况、考点考试安排方案、应急预案等一系列前置安排和情况，

才有可能在巡考中得出准确判断。而目前，大多数巡视人员缺乏对上述前置情况的深入了解，巡考工作

仅停留在当前所见情形，难以发现违纪事件前期征兆，巡视结论对后期考点工作提升缺乏指导性意见。 
2) 巡考人员能力水平不均。巡考工作内容点多面广，尤其是大考点，地域偏远考点考生人数多，考

点本身基础设施差，使用考试技术手段有限，需投入更多的巡考人员。很多巡考人员都是在考前从学校

其他处室抽调，经验及水平有限，难以对考点可能出现的深层次的风险因素进行分析。 
3) 巡考监督管理机制缺乏。由于考试组织的定性指标多、定量指标少，巡考质量主要依靠巡考人员

的自身经验及工作素质，因此工作质量弹性较大。建立巡考工作监督管理机制既能加强巡考人员的工作

积极性，也能弥补其自身经验的不足。 
4) 巡考结论的针对性与全面性。 
巡考的结论不但需要具有针对性(对某项存在的隐患进行发布)，还需具有全面性[2]。 

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建立 

(一) 线下多层次巡考组织结构设计 
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主要目的是降低考试风险，使巡考工作达到预判准确、发现及时、分析到位、及

时纠正四个目标。为了实现这四个目标，结合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特点，设立多层次组织结构见图 1 所示。 
 

 
Figure 1. Multi-level organization structure diagram 
图 1. 多层次组织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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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层次 
针对参考考点多、地域广的特点，将考点按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域进行层次划分。同一行政区域内考

点划分为同一考区，相近考区形成同一考试片区，不同考试片区组成本次考试的所有区域。 
2) 职责层次 
按不同区域层次派出不同形式的巡考人员，划分不同职责，实行层层监督。我们将巡考人员细分为：

蹲考人员，考区负责人，片区巡考人员，督考人员。通过不同层级巡考人员不同角度对考试工作的跟进

和反馈，实现多层次考试监督和巡考人员监督管理，避免考试环节疏漏。 
采用蹲考方式，跟进考点全过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组织机构对考点派出蹲考人员，蹲考人员

一直巡视、督促这个考点的全流程考试工作。蹲考人员通过该考点前期准备检查、考试实施、考后总结

各方面的督促检查，更能及时发现考试问题，及时跟进整改。 
采用考区责制，及时处理考点问题。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组织机构将考点按行政分区划分为不同

考区，各考区设置考区负责人。一般将市级考点蹲考人员作为考区负责人，这个巡考人员既负责整个考

区巡考工作，也负责所蹲考考点工作。这样设置既能在本考区考点发生问题时，第一时间赶赴考点处理

问题，也能节省一部分人手。 
采用分片区巡考，统管片区工作。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组织机构将考区按地理位置划分为不同片

区，设置片区巡考人员。片区巡考人员对所辖片区考点进行突击抽检，既检查考点考试工作和巡考人员

工作情况，又能根据片区考点的突发情况自行设计巡考路线。 
督查巡考落实，加强巡考人员履职和考点检查。抽调纪委和各支部纪检委员组成督考人员，用来突

击检查巡考人员履职和廉洁情况，同时对考点考试工作进行检查。督考人员不事先通知考点和巡考人员，

对考点和巡考人员工作进行突击检查。这样更能增强考点和巡考人员的紧张度，督考人员比较一般巡考

人员巡考工作经验丰富，更能及时发现考点存在的深层次问题。 
3) 人员类型层次 
巡考人员抽调一般是全校范围，涉及部门多，抽调人员多。根据抽调人员的职级职务进行职责分配，

更能实现监督管理的目标。 
如：四川开放大学开放教育期末考试中，一般教师作为蹲考人员派往考点蹲考，中层干部作为考区

负责人派往市级考点蹲考和负责其考区工作，校长作为片区负责人进行其片区巡考，纪委抽调人员组成

考务督查组，督查所有巡考人员工作。以四川省遂宁地区为例，遂宁市和射洪、大英、蓬溪县均有考点，

四川开放大学向射洪考点、大英考点、蓬溪考点三个县派出一般教师作为蹲考人员，派出中层干部到遂

宁市考点蹲考。将整个遂宁地区设置为遂宁考区，遂宁市的蹲考人员也是整个遂宁考区的负责人，负责

遂宁考区下面的县市的考点督促和协调工作。将遂宁到成都一条线路的南充考区、广安考区、达州考区

作为同一片区，由校长进行巡考。督考人员按纪委要求，根据本期参考考点，自行分配巡考路线。 
4) 多层次组织结构设计特点 
a) 自上而下层层监督落实 
区域的层层嵌套保障了考试考点的多重监督，巡考人员类型和巡考人员职责决定了巡考工作的从行

政职责到工作职责的从上而下的监督和管理，促进了整个巡考工作开展。 
b) 突击检查的机动性 
片区巡考的职级职务和督考人员身份对下面层次巡考人员和考点有天然的挟制作用；检查的随机性，

既能检查考点真实考试情况，也能反映出巡考人员工作态度和履职情况。 
(二) 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运行流程 
建立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的目的是为了更快，更及时的发现和解决考试工作中的问题。如何实现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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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机制的跟进和反馈？ 
我们将巡考考试工作分为三个阶段：前期准备、实施跟进和反馈、后期总结跟进。 
巡考前期准备是对巡考前对巡考制度制定，巡考方案制定和人员培训等。 
 

 
Figure 2. Flow chart of inspection 
图 2. 巡考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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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跟进和反馈是在巡考方案的执行过程中，对巡考方案中的重难点进行督查，在巡考过程中判断、

解决考试具体问题，并把巡考中发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第一时间反馈给考试组织部门。通过巡考人员对

巡考工作信息的不断反馈，考试组织部门及时调整考试工作和巡考工作，及时纠正执行偏差。 
后期总结跟进是在对考试各环节工作进行结果评价，再将相关评价结果反馈给考试组织机构和考点，

考试组织机构对反馈问题不断跟进完成对考点的约束机制。 
实施跟进和反馈、后期总结跟进的实施既是为巡考方案设计制定奠定了基础，又是对巡考方案的执

行和落实见图 2。 
(三) 线下多层次巡考机制运行保障 
1) 巡考前期准备 
a) 落实主考责任 
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试工作管理中，考点主考作为考试的第一负责人，负全责本考点考试工作。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考点性质不同，对应不同的教育机构，考点主考身份不同，但是职责一样。公办教育

机构中，考点主考应由“一把手”担任，也就是“一把手”负责制；在民办教育机构中，考点主考应由

法人担任。这样考点主考才能及时调动考点的人、财、物，做好考试准备和组织，在考点发生问题时，

能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b) 明确巡考人员责任 
制定《巡考人员工作职责》和与巡考人员签订《巡考人员责任书》，明确其责任，提升其担当；制

定《巡考人员工作细则》规范巡考工作步骤和内容；制定《考务督导检查办法》，压实巡考人员工作。 
c) 制定巡考方案 
巡考方案是整个巡考工作的灵魂，所有巡考工作根据其开展。巡考方案设计要找准问题，把重难点

问题跟进做为每个环节设计重点，通过不同环节重难点的设置和跟进，及时监督考试工作开展情况，从

而保证设计的巡考方案的科学性和可执行性。 
跟进形势政策，找准巡考推进大方向。近几年，国家出台的一系列大政方针如：《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

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等都对考试评价提出明确要求。在巡考方案设计中，跟进这些教育方面政

策方针，使巡考方案设计更有指向性，更具科学性。在执行过程中也能得到更多人认同。通过更科学巡

考工作的开展，促进科学考试评价机制的建立。 
跟进社会聚焦，寻找考试新动态。近几年网络曝出了一些考试违纪舞弊的事例。如 2021 年发生的陕

西开放大学的考点曝出大面积替考事件，2019 年的西南大学考研试题泄露事件等，跟进这些网络舆情的

发展，反思考试工作中会存在的漏洞，找出巡考关注的新问题。 
跟进往期问题，挖掘巡考重难点。在制定巡考方案时，我们需要以往期实施跟进和反馈、后期总结

跟进为基础找准方向，找对问题，找到巡考中发现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在巡考方案制定中有针对性

巡考。往期实施反馈中，考点在巡考培训、试卷保管、工作人员培训、考生身份验证、考后试卷管理等

重难点问题中出现哪些薄弱环节，这些问题是普片性问题还是个别考点的问题；是新考点容易忽视的问

题，还是老考点还在犯的问题。上期出现问题的考点是否整改到位，是否进行经过远程或实地检查。通

过往期数据对比分析，找出跟进发力点。 
d) 巡考培训考核制度 
业务能力和责任心意识是巡考人员必须具备的能力，是巡考工作实施的关键。考试组织机构要保证

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就要提高巡考人员对考试政策理解和对重难点问题的跟进。首先，对抽选人员发

放巡考资料和巡考视频，进行培训前自学。其次，再对抽选人员进行巡考培训，在培训中针对巡考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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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出的重难点问题，教会巡考人员何时督查、怎么督查、预判结果会是怎样，如何跟进问题，如何判

断对考试的影响度。哪些问题考点能立行立改，对于这些问题如何跟进督促；哪些问题需要考点后期整

改，这些问题现在如何处理。培训结束，进行现场效果测试，测试合格人员颁发巡考证。所有巡考人员，

培训合格方能上岗。 
 

 
Figure 3. Test site inspection ledger 
图 3. 考点巡考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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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施跟进和反馈 
a) 考点交底制度 
在考前对巡考人员进行交底制度是指巡考人员在充分了解巡考方案之后，与所巡考点主考交流和检

查，考点主考对本考点考试物资准备、人员准备和培训、考试组织情况、考生情况等多方面进行交底。

巡考人员通过检查考点组考方案，人员安排，参加考前培训会等多种方式对交底进行检查，将巡考重点

和风险进行辨识，列出清单，在巡考过程中进行重点巡视。 
b) 重大问题反馈制度 
对于重大问题时，第一时间向考试组织机构和上次巡考人员反馈。考试组织机构根据应急处理预案，

及时向各巡考人员和考点下达指示，妥善处理好考试的后续工作。学习中心及考生对巡考人员进行监督

[3]。 
3) 后期总结和跟进 
a) 多形式考点评价和总结 
每天巡考人员对考点考试组织情况进行实时反馈；在考试结束后蹲考人员对考点实际考试组织情况

实地打分；多个层次巡考人员汇总同一考点情况向考试组织机构提交巡考报告；考试组织机构汇总所有

实地打分、巡考报告后，根据阅卷情况，召开考试总结会。 
b) 考点问题跟进制度 
对巡考人员反映的考点已立行立改问题，派出不同层别的巡考人员进行实地或远程的及时检查。对

考点后期整改问题，由巡考人员督促考点提交整改方案；在考试结束后，考试组织机构跟进考点整改方

案和时间安排，对考点整改效果分阶段检查。再采用约谈、通报、整顿会、解除合作等手段，督促考点

完成整改。 
c) 考点巡考台账建立 
将考试组织情况按考试安排、试卷保管、考试实施、考风考纪四个方面，分为 25 个小点进行台账建

立，见图 3。 

4. 未来展望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通过不断的整合，筛选校外联合办学点，积极推进信息技术手段，建立远程和实

地联动的巡考机制，利用线上和线下的优势，及时发现问题，反馈问题，追根溯源，解决问题。利用“互

联网 + 监督”的新形态，引入第三方，通过第三方对考点、对考试工作进行监督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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