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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初中生学业诚信问题日益凸显，这不仅影响到学校风气，还影响到社会诚信。本研究运用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对6名初中生进行了深度访谈，通过收集数据、资料转录、三级编码和分析，探讨了

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的内涵及影响因素。我们从33个概念中梳理出10个范畴，通过进一步比较归纳，整

理得出4个主范畴，由此构建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结合实际提出相应的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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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roblem of academic integr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has become in-
creasingly prominent, which not only affects the school atmosphere, but also affects the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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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ociety. In this study, us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rooted theory, an in-depth interview was 
conducted with 6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through the collection of data, data transcrip-
tion, three-level coding and analysis, the connot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untrustworthy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he examination were discussed. We sorted out 10 cat-
egories from 33 concepts, and through further comparison and induction, we sorted out 4 main 
categorie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of the untrustworthy behavior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roposing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in 
combination with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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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诚信，作为修身安邦的基石，是维系社会交往的准则和现代社会文明的标志，百年来根植于中华民

族的品格和行为之中。但是近年来校园中各种考试作弊以及剽窃、抄袭、造假等现象却屡见不止，考试

作弊现象已成为教学中的常见问题。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其中，作弊行为成了吹嘘的资本，而旁观者竟

是投来羡慕的目光，这种现象严重侵蚀了教育的根基[1]。本研究旨在通过质性研究，探究影响初中生考

试诚信的本质因素及应对策略。 
考试最早是统治阶级选拔官吏的工具，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重要方式。我国早在隋唐时期就

出现了完备的选拔官吏的考试制度——科举取仕制度，发展至今考试已经成为一种严格的知识水平鉴定

方法，通过考试可以检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其知识储备。考试作为学校检查教学质量、衡量学生学业成

绩的主要方法之一，能够对教和学双向实际效果进行有效地检验和质量评价，对师生起到一种激励和导

向作用，实施得当则有助于教学相长。 
考试失信行为(Exam dishonesty)，也称为考试作弊行为，是参与考试的行为主体在执行考试过程中因

主观故意而产生的直接破坏考试目的，严重影响考试功能与作用的正常发挥，虚假反映对象在特定知识

经验信息传承中的效果和质量、品德养成性状、技能能力具备态、身心发展状况，导致考试结果失去特

定信度和效果，要求偏离理论假设的行为[2]。考试作弊行为是一种同考试本身相拮抗的行为，是对考试

内容、形式、方法等的消极否定。 
关于中学生作弊原因的研究，卜德镇首先从社会方面分析其原因，其次是学校的评价制度不合理、

考试制度不健全、师资水平差，再者是家庭教育方式的落后以及家长期望值的不合理方面分析，最后主

要是学生自身方面，表现有学习动力不足、学习习惯不良的因素造成的[3]。吕亚发现，中学生考试作弊

的原因包括不正确的利益需要、当前教育制度的不完善、学生诚信应考教育的缺乏、学生考试管理的不

规范、家长、教师和学校给予的压力以及当前社会不良风气等 6 个方面[4]。孙云鹏在对初、高中部分学

生的调查后指出，中学生考试作弊，除了自身心理发展不成熟外，还与学校、家庭、社会的影响有关。

当然还有研究者发现初中生作弊主要是由于顾惜自己的面子、他人对自己期望的压力、考试监管不力、

社会风气不良等原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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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大都是从考试作弊的现象出发，采用思辨研究归纳现象，得出相应的结论。本文将在前人

研究的基础上，从初中生个体对于考试失信行为的观点与解释作为切入点进行质性研究，分析致使学生

做出考试失信行为的原因，整理并建构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策略。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方法 

对初中生的考试失信行为的研究，不能用审视的眼光去研究，以免由于批评的思维使结果有失偏颇。

其次，学生对于考试失信行为的认知，也无法通过简单化、表面化的问卷来识别。尤其是还处于不断发

展中的初中生，由于思想的不独立、认知局限，简单填写一份问卷不能表达出他们真实的想法。走到学

生中间，与他们面对面的交谈，对获取资料进行质性分析后，可帮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该问题。其次，

在教育学中运用扎根理论，能够尽可能发现教育现象中被忽视的问题与成因[6]。因此，本研究采取扎根

理论的研究方法。 

2.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了 6 名初中生进行了访谈，在选取访谈对象的具体抽样方式上选择了开放式抽样和“滚

雪球抽样”等方式。本研究最终选择的访谈对象信息是通过知情人士(学校教师、学生)获得的。深入访谈

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二轮访谈安排在第一轮访谈结束后的一周后进行。考虑到学生在校上学的情况，

访谈时间定为寒假期间，具体为 2022 年一月份至二月份。具体情况如表 1 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about the interviewee 
表 1. 受访人员基本信息 

受访者编号 学校类型 学校区域 年级 受访者性别 

A 非重点 乡镇 初一 女 

B 非重点 乡镇 初一 女 

C 重点 县城 初二 女 

D 重点 县城 初二 女 

E 非重点 乡镇 初一 男 

F 非重点 乡镇 初三 女 

2.3. 研究过程 

访谈分两个阶段进行。在第一阶段采用开放式访谈，大致围绕“校园学习考试的事件及感受”这一

线索让受访者畅所欲言。随着资料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问题逐渐聚焦，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访谈提纲

[7]。第二阶段采用半结构化访谈，运用第一阶段生成的访谈提纲对重要概念进行纵向探究，对访谈资料

进行分析后进一步补充已有研究内容和观点。 
在对资料进行后续分析中，我们要对访谈对象表达的看法或讲述的“故事”进行分析整合，突出重

点。另外，在研究中保持敏感性，关注非言语行为中可能传达的重要信息。依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方

式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三级编码结果如表 2 所示。 
一级编码为开放编码。开放式编码是对资料概念化的过程，从口语化的访谈资料中提炼抽象概念，

并将意思相近的语句进行合并与重组。本研究对 6 位受访者的“讲述”进行逐行逐句编码，在尽量保持

受访者原意的情况下，并经过进一步比较和修订以及抽象化处理，最后得到 33 个次类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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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Three-level encoding 
表 2. 三级编码 

选择编码(4 个) 轴心编码(10 个) 开放编码(33 个) 

外部环境 

班级氛围 
学习风气淡薄 

失信风气 

人际关系 

和谐的同学关系 

信任老师 

害怕老师 

仇视老师 

个人特质 

班级身份 
混混头子 

普通人 

交友的标准 

负面品质 

外在品质 

内在品质 

消极特质 

学业效能感低 

虚荣感强烈 

价值观混乱 

道德观念 

诚信认知 
根据对象不同标准不同 

诚信标准的建立不稳定 

负面事件的认知取向 

遵循权威 

维护正义 

意识淡薄 

个人利益为上 

无可奈何 

对待考试的态度 

作弊动机 

态度不端正 

自我认知有误 

激励与惩罚的不适宜 

有利环境的出现 

态度不端正 

考试的意义 

检查学习情况 

为了升学 

没有意义 

对他人作弊的看法 

作弊无关成绩好坏 

对作弊者的坏印象 

作弊可以理解 

作弊没有意义且不光彩 

作弊会影响公平 
 

二级编码为轴心编码。轴心编码中关注那些能敏锐地、充分地反映原始代码的内容，这一阶段的编

码结果代表着最重要、最频繁出现的初始代码[8]。本阶段对轴心编码阶段形成的 33 个类属进一步提取，

分析类属之间的联系，最终归纳出 10 个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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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级编码为选择编码。选择性编码将不同类型的代码和类属再次联系起来，使数据成为一个连贯的

整体。主要任务是处理范畴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通过归纳、整合，最终确定的核心范畴为“外部环境”、

“个人特质”、“道德观念”和“对待考试态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外部环境是考试失信行为的先决条件 

我们通过主轴编码提炼了外部环境的两个相关类属，分别是“班级氛围”与“人际关系”。前者指

初中生对于所在班级的整体感受，后者则是初中生与校园生活中的重要个人的关系理解。在访谈中，多

次出现班级学习风气淡薄的观点，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论，个体所处的微环境对个人的发展影

响是不可忽视的，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9]。本研究发现，初中生的同伴关系是比较和谐的，

值得关注的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师生关系对于教育教学工作的开展至关重要，从编码结果来看，学生

对于教师的看法分别为“信任老师”、“害怕老师”、“仇视老师”。后两者直接指向不良的师生关系，

由于初中生的价值观并不成熟，不能理性地对待事物，处理问题的方式是情绪化、不稳定的。学生对教

师的不良看法，不可避免的影响学生对该科目知识的学习，出现懈怠、敷衍学习的行为[10]。总的来说，

消极的外部环境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学生形成学习懒惰的习惯。 

3.2. 不良道德观念是考试失信行为的内在动力 

初中生的生理心理均处于发展中，道德品质也同样是在不断成熟。在道德观念的相关类属中，我们

提炼了两项类属。第一项为“诚信认知”，是指初中生从自己的经验中得到的对诚信的认识。从访谈中

可以看出，初中生对于诚信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对于判断行为是否诚信，表现出犹豫不决和标准混乱。

例如：在谈论不诚实事件的行为取向的时候，有受访者会根据对象不同来判断是否去进行失信的行为。 

(部分访谈内容) 

访谈者：那就是之前你说的，你还就是比较看重诚实的，那你觉得这样一种行为，会不会可以把它归划分为，

对老师不太诚实。 

受访者 F：不会，老师是老师，朋友是朋友。 

访谈者：所以说你之前说的这个诚实主要是针对同学朋友之间的。 

受访者 F：对老师不是。 

访谈者 F：老师是另外的人，另外的那个标准去对待。 

第二，初中生群体对于负面道德事件的取向还处于不稳定的时期，出现遵循权威、无可奈何、个人

利益为上等特点。由此可以分析在考试诚信的事件中，初中生现有的道德水平不能稳定地驱动个体做出

正确的道德行为，对于个体已经出现的考试失信行为，可能会通过事后自我开脱、同伴从众等途径做出

合理化解释。 

3.3. 考试态度是考试失信行为的直接推动力 

首先，初中生对于考试的看法是比较全面的，认为考试的功能主要是检查学习情况与升学选拔，也

有访谈者认为考试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对于考试的看法在现实生活中是比较常见与普遍的，探究其出现

的原因于本研究意义不大，而这些观点对于学生考试是否诚信确是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有受访者提到，

考试是否作弊取决于考试是否重要，在重大的升学考试中，成绩直接影响其学业前途。 
其次，对于作弊的动机，本研究提炼出了四个次类属，分别是“态度不端正”、“自我认知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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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与惩罚的不适宜”和“有利环境的出现”。态度不端正主要表现为：与同学打赌谁敢在考试中作

弊，个体以玩笑看待考试作弊行为；认为考试不作弊是胆小、是在同学面前“丢面子”的；或者是将成

绩看成是能力的象征，认为成绩下降会被他人嘲笑。在自我认知方面，初中生表现出学业自我效能感低、

诚信推脱和习惯性懒惰等观点。“激励与惩罚的不适宜”是指家长与老师对待孩子成绩的做法是不恰当

的，在激励方面过分宣扬物质激励，使学生对考试认知出现误解，认为考试仅仅是获得物质奖励的途径。

在惩罚方面，家长与老师在忽视孩子个人能力的情况下做出的过高要求，会使孩子丧失取得成果的动机，

孩子还会为了逃避成绩下降的严厉惩罚而不得不考试作弊。最后关于“有利环境的出现”是指学校提供

的松懈考试环境以及教师对考试失信行为的消极应对，这些会增加学生的侥幸心理，并减少对考试、学

习的重视。 
最后，在访谈中，受访者对他人考试失信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大部分学生认为作弊是可以理

解的，是他们面对外界要求无可奈何的做法。同时，他们也提出考试作弊是没有意义的、对作弊者的看

法是负面消极的以及作弊行为影响公正。这一方面体现了初中生在心理发展中的矛盾与不稳定性，另一

方面也反映出对于初中生的诚信教育是比较缺乏的。 

4. 结果与讨论 

4.1. 初中生考试诚信的影响因素模型建构 

综上分析，本研究建构了初中生考试诚信影响因素模型，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Model diagram of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xam 
integrity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图 1. 初中生考试诚信影响因素模型图 

 
该模型为一个四棱锥形结构，其中“初中生”、“个人特质”、“外部环境”、“道德观念”和“考

试态度”构成了四棱锥的五个顶点。个体通过“个人特质”、“外部环境”、“道德观念”等因素最终

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在对考试的态度上。该模型大体上反映了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的全部因素。由图 1 可

知，初中生考试诚信影响因素的结构关系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 外部环境对个人特质、道德观念与考试态度的直接影响。个体作为环境中的一员，其发展受到环

境的促进和制约，学校环境是初中生主要生活、学习的主要阵地。个人特质是在遗传因素的基础上，由

环境中的重要他人、重大事件以及思想观念塑造成的。外部环境对初中生道德观念的影响，主要由教师

实施，在现有的教育思想下，教师除了教授学科知识之外，育人也是重要教学任务之一，其中就包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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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培养。此外，个体还会主动从环境里的重要事件中学习，完善自己的道德标准与价值观。外部环境

通过班级学习风气、他人诚信观点为载体影响个体考试态度。 
2) 个人特点与道德观念对考试态度的直接影响。首先，在本研究中，个人特点包括了受访者的班级

身份、交友标准和消极品质。这些学生在班级中大都是普通人或者是“坏学生”的代表，从老师的角度

来说，是不太被关注甚至是厌恶的。这一群体可以从成绩的提高而获得教师积极的关注。其次，从交友

标准和消极品质部分来分析，这一部分学生有虚荣心、同时学习效能感低、价值观较为混乱，这些特点

使其对考试没有正确的认识，是促使其考试作弊的潜在动因。第二，从道德观念的层面考量，错误的道

德观念导致道德判断和道德实践混乱。观念是个体做出行为的根源，道德观念对考试态度的影响是泛化

的。 
3) 考试态度对个体考试诚信行为的直接影响。初中生对考试的态度是其是否进行考试失信行为的最

重要因素，同时也是内隐因素[11]。对考试的错误认知，包括考试功利化、工具化惩罚性等观点，促使初

中生在考试中，通过作弊来获取高分。考试在初中生的眼中已经变成了获得奖励的工具，是逃避惩罚、

欺骗自己的捷径。 

4.2. 对初中生考试诚信的思考 

根据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初中生的道德发展正处于习俗水平，该水平分为两个阶段，人际

关系和谐协调阶段与遵守法规和秩序定向阶段[12]。好的行为就是帮助别人、使别人愉快、受他人赞许的

行为。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从众的行为，就是遵从大多数人的或是“惯常如此的”行为。遵守法规和秩

序定向阶段，该水平的儿童倾向于权威、法则来维护社会秩序。在本研究中，初中生在很多时候习惯性

地把家长或老师的要求作为自身的道德标准，这样强行移植的后果是个体不能内化灌输的道德标准，在

没有内在认知的支持下，已有的道德标准凸显不出重要意义，导致个体的行为与他的认识是矛盾的。同

时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的儿童开始努力成为群体中的一员，关注自身的人际关系，自我意识在不断发

展，但他们的思想并不独立，在价值判断观中倾向于听从权威。由此，初中生对其考试失信行为的认知，

会受其道德水平发展的制约，做出错误的道德判断。 

5. 研究结论与展望 

基于深度访谈与扎根理论编码后建构的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理论模型，初中生这一群体在接受到外

部环境的影响后，主要是班级学风涣散与有利考试作弊环境的影响，加之以个人较低的学习效能感为主

的特点，从而更易改变其道德评判标准，为自己的不良行为做出合理化解释，最后形成较为稳定的考试

不良态度。 
因此，对于初中生考试失信行为的对策，除去考试制度本身的不足，我们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善：

1) 营造良好的学习与考试环境，正向积极的学习环境能促使初中生自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与正确的道

德观。2) 教师与监护人以包容来关心青少年群体，对于存在不良价值观的初中生，积极引导其走向正确

的道路，相对于苛责，疏导才是妥善解决青少年不良行为问题的良方。3) 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考试观，

教育者首先要改变“分数至上”的陈旧观念，在教学教育中，融入全面发展的理念。强调考试的导向与

激励功能，消除其筛选差生、无限增加学习压力的样貌，使学生不用“谈考色变”，倡导以全面发展、

提升素质为目的的考试观。 
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的方法构建初中生考试诚信影响因素模型，揭示了影响初中生考试作弊行为的

因素。虽然研究带给我们一些启示，但仍有不足，需要作进一步思考。第一，本研究是以湖南省某县作

为案例区域，并以该县的 6 名初中生为样本展开的。虽然我们考虑到了案例区域和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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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国不同地区的教育发展差异很大，不同地区初中生的心理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也存在差异，研究结

论能否推广，尚待进一步检验。第二，本研究建构了初中生考试诚信影响因素模型，这种行为的出现具

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本研究仅对其进行了简要探讨，期待未来有更深入、全面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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