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总82期)2009(4)
Journalof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收稿日期:2009-05-11
* 湖北省教学研究课题“理工科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研究与实践”(20070081)。
作者简介:高玉香(1972-),女,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专业发展与人才培养。

关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思考 *

高玉香,王卫华,薛卫平

(武汉理工大学 教务处 湖北 武汉430070)

摘要 诚信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要素,也是高校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大学生作为社会精英,其诚信状

况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关系到和谐社会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成败。从教育管理的角度分析了大学

生诚信缺失的原因,以深入的研究实践为基础,提出了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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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ityisthebasicfactorofsocialharmoniousdevelopmentaswellastheimportant
contentofmoraleducationinuniversity.Associalelites,collegestudents’integrityisveryimportantto
thequalityoftalentcultivationinuniversity,whichisalsocloselyrelatedtothesuccessorfailureofcon-
structionofharmonioussocietyandinnovation—orientedcountry.Thispaperanalyzesthereasonsofthe
lossofcollegestudents’integrityfromtheperspectiveofeducationmanagementandputsforwardsome
countermeasuresonhowtostrengthentheintegrityeducationofcollegestudentsbasedonin-depthre-
searchand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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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渊远流长。诚

信是人们追求的高尚道德操守,更是社会和谐发展

的基本要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现实生活中却存

在着某些诚信缺失的现象。有些诚信缺失产生的负

面社会效应已渗透大学校园内,造成一部分大学生

诚信度明显下滑,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担忧。对此,
高校教育必须直面社会诚信度下降对大学生诚信教

育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积极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探

索与研究,将诚信根植于学生心田,使他们在诚信道

德领域率先垂范,成为全社会践行诚信的楷模。

  一、诚信的基本内涵

“诚信”是一种人格操守,是人们行为的一种规

范,是协调人际关系的一条基本原则。“诚”即诚实、
诚恳,代表着本分善良的品格。“信”即守信、信义、
信任、信用,代表信守承诺,体现出“一言既出,驷马

难追”的豪气。“诚信”是人立于世的根本,是人生成

功的保障。诚信表示实事求是,表里如一;言行一

致,说到做到。诚信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以诚待人,
以德立身,重忠诚,守信用。中国古代思想家在大多

数情况下是将诚信作为两个意义相近的概念分而论

述。何谓诚? 朱熹说:“诚者,真是无妄之谓”[1]。程

颢认为“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

为君子”[2]。如果说“诚”在古代思想家那里是一个

侧重于主体自我修养的自主性道德规范的话,那么

“信”则是一个侧重于主体与客体的反馈性道德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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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孔子认为:人须“言而有信”。“信则人任焉”,
“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不立”[3]。在

此,“信”的基本含义是“然诺”,即承诺与践诺的统

一。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

德者,才之帅也。诚信作为最有显示度的道德

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是人格塑造的核心。
高等教育所培养的大学生,是社会的精英群体,承载

着民族的希望,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构建社会主义

和谐社会的主力军,是祖国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
大学生综合素质,特别是以诚信为核心的道德品质

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现实生

活中,诚信危机正侵蚀大学校园中莘莘学子的心灵,
扭曲着他们的灵魂,扰乱他们的价值观和思维判断

方式。这些使得高校德育教育面临着严峻挑战,制
约着高素质、全面发展人才的培养。为此,高校应将

诚信教育作为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人才培

养中应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首,注重实效”的原

则,针对大学生诚信现状,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与实

践,探索富有成效的诚信教育渠道。

  三、大学生群体的诚信现状

大学生作为同龄人中的高智商群体,理应是诚

信的践行者和示范者。但当我们深入了解大学生诚

信现状后,却深感忧虑:其一是体现在学业上。抄袭

作业现象相当普遍,在学生团体中得到了某种程度

的默许和认同;考试作弊现象较为普遍,平时不努

力,带着投机心理参加考试,据调查60%以上的学

生有过考试作弊行为;虽然各高校对考试作弊采取

严厉的惩罚措施,但仍然存在屡禁屡犯的现象;四、
六级考试中,聘请枪手、利用现代通讯工具等作弊手

段花样翻新,防不胜防,甚至个别成绩优秀的学生,
为了高分也铤而走险;学术研究和创新实践中学生

抄袭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毕业设计(论文)自主开

发成果所占比例比较小;少数学生沉溺于游戏,学习

成绩明显下降,却编造各种借口欺骗父母。其二是

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小部分学生为了自身利益,肆
意夸大贫困事实,想尽办法争取学费减免、困难补助

和国家贫困生奖学金,实际消费却不节俭,引得同学

侧目;大学学费拖欠现象严重,拖欠人数超过30%,
少数大学生毕业多年依然拖欠2~3年学费,毫无归

还打算;国家助学贷款的不按期归还,国家规定的还

款时间比较宽松,绝大部分学生毕业工作2-3年就

有偿还能力,但少数学生却有意拖欠。其三是体现

在对待个人荣誉上。为获取各种荣誉,言行不一,欺
骗老师和同学,投机取巧换取各种荣誉,如入党、评
优评先时弄虚作假,影响恶劣。其四是体现在就业

过程中。个人简历注水,涂改成绩、编造假的四级证

书、计算机等级证书等,夸大个人能力;就业中往往

从自身利益出发考虑是否违约,如此等等。

  四、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

对大学生诚信缺失原因的深入剖析,有助于增

强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针对性,使我们的工作更

加贴近学生思想实际,增加教育吸引力和感染力,提
高教育效果。大学生诚信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

点:

1.社会上不诚信现象向校园渗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在改善人民

生活的同时,也出现了崇拜金钱,片面追求个人物质

享受和投机发财等价值观念。大学生虽然知识层次

高,信息来源广,有较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但他们

血气方刚,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形成,在受到上

述不良社会风气影响和眼前利益的驱动下,难免会

效仿一些不诚信行为。特别是刚刚离开父母的大一

新生,为更好适应大学生活,会自觉地向高年级同

学、老乡和朋友学习。高年级同学的价值观和对事

物的判断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低年级同学的价值

观,他们对于作弊、造假、欺骗等不诚信行为不以为

然的态度,会使得大一新生感觉到大学已不再是理

想中的象牙塔,不再是想象中那方净土,加上社会生

活中种种不诚信行为的负面影响,容易导致大学生

诚信缺失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2.对不诚信行为惩罚不力

高校对不诚信的惩罚主要体现在对考试作弊者

的处罚,但作弊者仍屡见不鲜。究其原因,主要是监

考不严、监考人员不愿较真,多数是抓而不报,赶出

考场了事。少数作弊获得高分的学生不以为耻,反
而沾沾自喜,以虚假的成绩蒙混过关,甚至用虚假的

成绩骗取荣誉。监管的不力导致了少数学生抱着侥

幸心理冒险违纪,少数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理

想的考试成绩。为了严肃考纪,高校采取了相对集

中考试、选派监考经验丰富严格负责的教师担任主

考、加强巡视、使用先进的监考仪器等诸多监考措

施,力争做到作弊必抓、必定严肃处理,力求建立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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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公正的良好考风。但由于学校处理作弊案的周期

相对比较长,往往在大多数学生已经淡忘违纪事件

之后,处罚意见才会公布。这种相对滞后的惩罚难

以起到应有的教育作用,期间也会有各种社会关系

试图渗透干预学校处理意见,容易导致对作弊的惩

罚不力。

3.诚信教育缺乏力度

高校德育教育重视对学生的政治教育、理想信

念教育,强调学生在政治上追求上进,工作上的集体

主义和敬业精神,对学生的诚信教育重视不够,更缺

乏力度,参与学生诚信教育的团队尚未形成。主要

表现在:诚信教育缺乏感染力,吸引力,大学生思想

道德修养课程尚停留在理论的宣讲层面,空洞乏味,
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无法引起学生的共鸣;学生辅

导员更多的关注学生党员发展、学业和有显示度的

大型品牌活动,对诚信教育关注力度有限;高校中教

师注重知识传授,认为学生诚信道德方面的教育是

学生辅导员的事。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以诚信为

核心的德育教育团队难以成形,有价值的研究还比

较零散,难以直达学生心灵,震撼学生的灵魂,更不

用说树立牢不可破的诚信理念了。

4.诚信管理体系脆弱

近年来高校对学生诚信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
由于众多职能部门掌握的学生诚信信息缺乏整合、
提炼,造成掌管信息的部门不负责学生的教育,负责

学生教育的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对信息的掌握不

全面,从而导致不诚信行为得不到及时应有的规范

约束,讲求诚信的学生利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和鼓

励,这从客观上滋长了不诚信行为。

  五、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

大学生诚信教育管理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为

改变松散的诚信教育管理现状,学校应对现有教育

管理资源进行整合,形成合力推进诚信教育。应着

重抓好四个渠道,即创建富有活力的育人团队、建立

诚信评价体系、形成诚信教育管理长效机制、创建诚

信校园氛围,开展诚信管理校园行活动,全面开创教

育管理新局面。

1.组建诚信教育管理团队,推进诚信教育走向

系统深入

按现有国内高校人才培养分工模式,学校应组

建校院两级诚信教育管理团队,形成以学工为核心,
联合教务、人事、“两课”和心理健康教育、校园卡务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的团队组建模式。校级

教育管理团队重点加强调查与研究,把握社会、校园

诚信现状,采集现实生活中的典型案例,细分诚信影

响因子,建立诚信评价体系,维护更新校园学生信息

管理系统,收集诚信教育信息,提供准确可靠的诚信

动态数据。最终,团队以深入的研究和科学的管理

为全校教师教学中实施诚信教育提供理论和信息支

撑。院级团队在校团队指导下,重在推进诚信教育

管理在学院的落实,加强学习、实践和组织协调工

作。
同时,团队要注意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好两支队

伍在诚信教育管理中主导作用。一支是以“两课”教
师为主的师资队伍。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师

首先要做诚信的传道者和践行者,言传身教,率先垂

范感化学生。学校要在教学名师、师德标兵等先进

个人评选、新进师资培训等方面引导教师加强自身

诚信修养,注重师德和诚信习惯的养成,自觉将诚信

教育纳入人才培养的教学实践和专业教育中。一支

是以党委副书记、辅导员、班主任为骨干的教育管理

队伍。他们是德育教育的主力军,尤其是作为学生

工作者、思想政治教育者、学生成长引领者的学生辅

导员,负责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是学生的引路人、
咨询师,陪伴学生度过最宝贵的青春年华,与学生关

系密切,全程跟踪学生的学习、生活和成长全过程,
是诚信教育管理的主导力量。因此,学校要注重学

生工作队伍的建设,引进学历层次高、专业背景多样

的人才,改善队伍结构,推进思政工作职业化。加强

辅导员师德建设,强化诚信教育意识,提升学工队伍

综合素质,在与学生密切接触中能以身作则,成为诚

信人格教育积极的倡导者和忠实的实践者,以自己

的人格魅力赢得学生的信任。

2.建立大学生诚信评价体系,将诚信教育引向

深入

诚信教育管理团队应积极开展研究,针对当前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特点,借鉴国内、国外高校诚信建

设的成功经验,结合大学生教育管理基本特点,构建

以“学习诚信、工作诚信、经济诚信、生活诚信、就业

诚信”等为主要内容的诚信评价指标。在此基础上,
细分诚信影响因子,建立诚信评价体系,健全诚信约

束机制,积极营造信用机制和环境,“以评促管,以评

促建”,强化诚信教育效果,使大学生诚信评价成为

高校的基础性工作。把应当做什么、不应当做什么

与允许做什么、不允许做什么有机地统一起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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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建章立制,实现管理的强制性和导向性,促进学生

良好诚信观念的养成,将诚信教育引向深入,引导大

学生自觉实践诚信。

3.加强诚信教育管理,形成长效机制

加强诚信考核与管理,以短期效应警醒大学生

讲求诚信。目前,国内高校大多实行了校园一卡通,
凭借此卡可很便利的走遍校园。学生选课、评教、交
学费、一日三餐、奖贷金发放、图书借阅、医疗、成绩

查询、学籍注册等都可以刷卡实现。如果将学生信

息管理系统与校园卡结合,学生恶意欠交学费、考试

舞弊等不诚信档案均可汇集在信息管理系统中。诚

信教育管理团队可以通过信息管理系统了解学生

的诚信状况,也便于将每位大学生的诚信状况载

入档案。院级诚信教育管理团队应按照大学生诚

信评价指标体系对学生的诚信状况予以考核并与

学生的切身利益如评优评先、奖学金评定、贷款、
勤工助学等挂钩,促使大学生说老实话、办老实

事。
诚信档案以远期效应警示大学生加强诚信修

养。诚信教育管理团队要通过科学、系统的评价为

相关单位提供大学生在校期间详实的信用资料。一

方面可以为用人单位提供应聘该单位的应届毕业生

诚信纪录,使拥有诚信人格的大学生利益得到保护,
得到社会的尊重;另一方面,学生在校档案还可通过

计算机联网和其今后社会诚信档案挂钩,使缺乏

诚信人格的人无机可乘,受到社会的唾弃。通过

诚信奖惩的远期效应敦促学生始终保持诚信人格

品质。

  4.积极营造崇尚诚信、追求真理的校园文化氛围

诚信教育管理团队要充分发挥国家文化素质教

育基地在育人方面的功能,开辟诚信教育论坛版块,
定期邀请中国传统文化领域造诣颇深的大师、国内

外成功的商界政界人士等前来讲学,从不同的视角

为学生展示诚信的魅力,以人格力量引导学生追求

真理,信守承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身教重于言传。团队要

注重挖掘树立校园内师生诚实守信的典型,宣传弘

扬他们的模范事迹,建立师生网络交流的平台。
同时,团队要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宣传媒体,包

括校园网络、广播、校报,采取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如BBS论坛、网络班会等,加强对诚信教育的

多角度宣传,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加强诚信修养于己、
于社会的重要意义。团队要善于挖掘诚信教育载

体,将诚信教育提炼升华,渗透进学生自编自演的小

品、戏剧、歌曲等文艺表演中,以引起学生共鸣。团

队成员要深刻了解网络对大学生思想的巨大影响

力,牢牢把握网络的时代脉搏,组织团队成员以网络

化的语言,网民的身份加入到学校、学院网站的BBS
论坛,引导舆论,使网络成为积极向上的、富有建设

性的交流场所,形成潜移默化的正面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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