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大学生诚信问题及诚信教育机制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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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由于社会上不良现象的影响、现行教育中传统道德教育的缺失、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冲

击等原因，大学生诚信教育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分析了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提出了几点构建大学生

诚信教育机制的思路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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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

诚信缺失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已经是一个不争

的事实。欺诈坑骗、假冒伪劣、贪污腐败、假文

凭、假演出、假论文、黑哨、假球等诚信缺失问

题对大学生都有不同程度地影响，这种影响集中

反映在大学生学习、生活、就业和贷款等方面。

学生抄袭作业、实验报告、毕业论文的现象

是比较普遍的。据 《华西都市报》报道，西安甚

至出现了代写论文的集团，其组成人员还多为硕

士、博士，而且其论文水平还比较高，专家鉴定

为达到研究生论文水平。大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

也比较突出。期末考试，甚至是国家神圣的英语

四、六级考试，均不同程度地存在作弊现象。其

作 弊 方 式 层 出 不 穷 ， 作 弊 手 段 防 不 胜 防 ， “枪

手”一词由此赋予新的词义。生活中背信弃诺的

现象也比较明显。据 《中国青年报》的一次调查

表明，在校学生中未说过假话的，幼儿园小朋友

占 .%1 ，小学生占 (#’ ,1 ，中学生占 )$’ #1 ，大

学生仅占 $’ %.1 。据 《华西都市报》报道，成都

某高校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对自己父母说过假

话的大学生高达 +$1 以上。就业过程中弄虚作假

的现象更为普遍。不少学生在求职履历上大做文

章。涂改成绩、夸大事实、甚至无中生有的假造

事实。学生弄虚作假，学校把关不严，用人单位

无所适从。不按时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的学生

也 不 乏 人 在 ， 更 是 让 学 校 和 银 行 处 于 两 难 的 境

地。

二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分析

高校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是令人担忧的。但我

们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学生道德品质的下降，而是有

其深刻的社会的、教育本身的、传统道德文化价值

的丧失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等多方面的原因。

!" 受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

经济生活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而诚信又是

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经济的灵魂。因为市

场经济不仅是法制经济、契约经济，更是信用经

济，是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虽然我国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与完善的、

成熟的市场经济相比还有一定差距。社会上一些不

法商家为贪图小利，不惜牺牲消费者利益。于是出

现了假冒伪劣商品泛滥，制假贩假猖獗，偷税漏税

逃税蔓延，合同欺诈，资产评估失真，国有资产流

失等现象，生活中也出现了黑心棉、注水肉、毒奶

粉、毒大米、毒豆芽等商品。可见诚信又是十分脆

弱的，很容易被破坏。这些现象直接的影响就是人

与人之间缺乏最基本的诚信，相互提防，甚至是防

不胜防。对企业而言，将增加销售成本，竞争力严

重受损；对社会而言，将出现信用危机。人是社会

的人，大学生作为其中的一个群体，必然会受到社

会各种不良现象的影响，其健康也将受到巨大损

伤，必然会导致大学生中出现诚信危机。

#" 教育本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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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教师说起，有道是 “德高为师，学高

为范”。教师对学生有一个言传身教的问题。教

师个人的专业水平、道德修养、价值观念、诚信

素养对学生会有一定的影响。而现在高校教师中

有 “南郭先生”的存在，有 “失德”现象的存在

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目前的德育教育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

问 题 。 《马 列 主 义 哲 学 》 、 《毛 泽 东 思 想 概

论》、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理论体

系，不缺乏对学生为人正直、诚实守信方面教育

内容。学生应该学习其理论精髓，用其基本的立

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不少

学生视其为政治说教，很难系统学习。而不少学

校 将 《思 想 品 德 修 养 》 课 程 当 作 知 识 在 “传

输”，而忽视了情感教育，淡化了德育中关于诚

信的教育。尽管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教育历来都占

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更是将诚信上升到了

一个人德性的高度。 “诚之者，人之道也。”!诚

于中，必信于外。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要求为人要诚实无妄，信守诺言。可是，现在的

学校教育中，关于传统文化的学习，已经日趋淡

化。

再次，学校管理和服务方面的问题。学校教

育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其

制度的完善度与执行力度直接关系到对学生的诚

信教育。高校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应

该成为诚信管理、诚信服务的典范，应该有自己

的诚信度和公信力。但现在高校管理和服务中确

实存在一定问题，主要表现在对学生的奖励、处

分，对学生的评价和推介等方面不守规章制度，

不按正常程序。事实上对学生进行了不讲诚信的

教育。

!" 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丧失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但是，由

于传统文化具有两面性，其负面效应给中国带来

了巨大的不幸。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

就 忽 视 了 传 统 文 化 的 积 极 作 用 。 受 市 场 经 济 思

潮 、 个 人 主 义 、 享 乐 主 义 等 西 方 价 值 取 向 的 影

响，不少专家和学者都发现了社会生活中有轻视

传统道德文化价值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领域中#
出现了大量的虚假不诚信的现象。传统道德文化

价值的丧失# 既有现实的竞争和生存的需求 # 更有

深层次的观念的影响。西方在现代化过程中出现

的道德自由个体主义的价值观，随着开放的大门一

起传入了国内。道德自由个体主义强调个体利益的

存在# 抹杀个人与社会的统一性# 割断个人与历史传

统的联系# 只讲个人权利至上、个人自由选择# 轻视

社会制约和道德规范。这在某种意义上更使诚信的

道德原则呈现出边缘性特征。可见，我们的诚信教

育应从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着手，加强传统道德价

值观念的教育。

三 构建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

#" 建立相应的领导与监督机构，为诚信教育

提供保障

大学生诚信教育机制构建在大学生教育机制中

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要建立学校德育教育领

导机构，构建德育教育、诚信教育网络。以学校党

委为核心，以院系及相关职能部门分管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与学生管理的教师、辅导员为主体，以共青

团、学生会、学生骨干为基础，建立德育教育、诚

信教育网络。

监督机制的目的是让大学生诚信教育发挥应有

的作用；社会保障的目的是社会成员具有充分的安

全感和稳定感。建立在社会监督机制和社会保障机

制基础上的诚信教育才能实现真正的目标。

$" 以传统文化中 “诚信”理念为衔接点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规范# 是中华民族

古老的美德之一。在各民族中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

述。彝族人民就把诚信作为重要的处世原则。譬如

尔比尔吉讲： “要在敞亮的地方栓马，要用诚恳的

态度待人。诚实的人，对任何人都诚实。诚实处亲

戚，诚实处家族。”讲诚实、守信用、忠厚淳朴也

是壮族人民的优良品德。如 《筑隆兑二州记碑文》

载： “厥民以忠义，信用相尚，刻竹火书以为要

结。”反映了壮族人民讲 “忠义”，尚 “信用”的

崇高风尚。又如 《浔州志》记载： “其土原陧沃

衍，商舟辑辏，其民亦多淳朴。” 《明史》卷三一

八也有记载： “眷兹两江 （左右江——— 作者注）地

边南缴，民俗质朴。”这些记载反映了壮族人民的

诚实、信用、淳朴的道德风貌。瑶族人民也十分讲

究诚信，其谚语 “木要实心，人要忠心，莫做泡桐

木，要做实心人。” “杏子好看酸溜溜，牛藤果难

看甜滋滋，连情不求表面美，要看内心真不真。”

朝鲜族人民把 “诚”看作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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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原则。只要有了 “诚”，人和人之间才会有

真正的沟通。每个人只要有了 “诚”才会有真诚

的行为和信义。由此可见，诚实守信是各个民族

共同拥有的传统美德，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诚

信”内容是我们诚信教育恰当的衔接点。

!" 以维护大学生利益作为巩固诚信教育机制

的基础

社会系统中的各个子系统之所以能够发挥功

能，其关键在于社会拥有那些将其成员整合在一

起的共同价值体系。所谓共同价值体系意指由一

系列价值模式组成的、并已成为大家认同的规范

体系。而诚信恰恰是社会成员的共同价值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维护共同价值体系，才能真

正保护各成员的共同利益，才能构建符合社会需

要的机制，这已为社会实践所证明。所以，以维

护各同学利益作为巩固诚信教育机制的基础，是

构建诚信教育机制的关键。

#" 以 “诚信待人，诚信处事，诚信学习，诚

信立身”的良好习惯为中心内容

诚信待人方面，对待他人的态度，是一个人

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及心理素质在社会生活和学

习中的具体体现，其核心就是如何懂得正确认识

他人。在教育活动中，理直气壮地讲诚实守信是

做人的美德，缺乏诚信的人际交往是对别人的不

尊重，最终自己也将得不到尊重和肯定。诚信而

率真的朋友对个人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

孔子要人们将自己所交之友作相对区分。他说 $
“友直、友谅、友多闻% 益矣。友便辟、友善柔、

友便佞，损矣。”!这是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性的

交友之道。如此看来 % 加强诚信教育 % 引导大学生

交友% 帮助他们建立信友关系，必然会对大学生的

知识和技能的培养、兴趣的形成、业余活动的参

与等都大有裨益。相反% 如果学生交往的是酒肉朋

友% 那么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建议大学生一

方面要接受诚信教育% 另一方面要加强诚信的自身

修 养 。 以 己 之 诚 % 换 友 之 信 ； 得 友 之 诚 % 予 友 之

信。诚信在现实的生活中就是这样连环相套% 形成

互惠互利的正相关联结。所以诚信之友相逢就必

然是快乐的事% 正如 《论语》所云$ “有朋自远方

来% 不亦乐乎&”"人与人相处，应取什么原则？怎

样 实 现 这 些 原 则 ？ 《中 庸 》 讲 ： “诚 者 ， 天 之

道 ； 诚 之 者 ， 人 之 道 。 ” “诚 ” 是 天 地 自 然 之

理，就是不虚假，是言行与思想的一致。

诚信处事方面，要充分利用学校良好的教育机

会，全方位加强诚信教育。目前高等学校中有学生

助学贷款、毕业生就业推荐、学生入党、学生评

优、学生奖学金评定等良好的诚信教育机会，学校

应该抓住机会，对学生进行诚信专项教育。同时，

要大力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将诚信教育充分

融入到校园文化活动中去。民族大学生推崇什么，

鄙视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是校园文化的重

要内容，寓于校园文化活动之中。因此，共青团、

学生会在组织校园文化活动时，要旗帜鲜明地倡导

诚信。首先要引导各民族学生干部、学生党员自觉

认识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在校园

文化活动中自觉作诚实守信的楷模。把诚信认识上

升为诚信情感，变为诚信的自觉行为。其次，共青

团、学生会也可以在党总支的领导下，建立自己的

诚信自律规章制度，诚信考评体系和诚信档案记录

和诚信褒扬、处罚、监督体系。

诚 信 学 习 方 面 ， “知 之 为 知 之 % 不 知 为 不

知”。孔子认为% 这是智者对待学习的态度。具体

以每学期的考风考纪教育为主要形式，针对有些学

生的作弊现象，在班里开展讨论，让学生认识到这

种不正当的竞争意识是错误的，启迪学生去思考。

从而内修知识增进、品德修养之诚 % 外扬学识博

精、品德至尚之信% 使自己的学识和道德修养真正

符合时代对大学生的要求% 取信于社会、国家和人

民% 不负历史和时代的厚望。

诚信立身方面，要提高学生的道德水平和整体

修养，关键在于发挥 “内因”作用，而强化以自省

性、自控性、自励性为内容和目标，达到行为自

律。 《孟子》有言$ “诚者% 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

之道也。”#人应该诚心向道，不要被世上的杂事

动摇自己的意志，这样做才能说有了搞好学问的基

础。在这里，把 “诚”当作搞好学问的最重要的途

径，并把它当作人之修养的根本内容之一。诚的理

想人格是孟子人性修养论的必然推论。总之% 诚实

信用的内修外益% 就是要使诚置植于内心% 使信用实

施于外界% 实现内在精神境界与外在具体实践的统

一。

总之% 诚信教育是时代的要求% 大学生诚信教育

事关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兴旺发达和社会主义

事业的兴衰成败，事关高校的生存与发展、学生的

前途与命运，我们教育工作者都应该重视诚信教

育，思考诚信教育的若干问题，积极 ’ 下转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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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诚信教育的方法和措施，培养出新一代诚实守信的大学生，使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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