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search on Honesty-Credit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Ningning Xu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s, Tianji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Tianjin, China 

Email: lemon.x@sohu.com 

 
Abstract: Honesty and credit are two primary qualit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exists 
a deficiency in honesty and credit among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being the carrier of the responsibility of 
education, should shoulder and highlight honesty-credit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ndeavors to find out the rea-
sons for the deficiency in honesty and credit by analyzing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refore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enhance honesty-credit educ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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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诚信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心理素质，当今，诚信缺失现象日趋严重，作为大学生学习和生活

的主要场所——高校，更应该加强对大学生诚信教育。本文在大学生诚信缺失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原

因，并探讨了高校对培养大学生诚信观念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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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改革开放 30 年，我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经济飞速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现代市场经

济是信用经济，诚信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础，只有稳固

的信用基础才是市场经济的动力和源泉。然而，信用并

不是只适用于经济领域，还包括各行各业的非经济领

域。 

“诚信”就是“诚实守信”，我国自古以来，诚信

就是人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素质，

是每个人立身处世的基本要求和原则，是《公民道德建

设实施纲要》的基本要求之一。对于国家挑选出的优秀

青年群体——大学生，代表了祖国的未来，诚信自然也

成了其必备的心理素质，不容忽视。 

2 大学生目前存在的诚信缺失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不同程度地出现了

诚信缺失现象，这种现象逐渐波及到了大学校园。经过

多年正规教育的大学生，是现代化建设的未来建设者和

接班人，理应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素质，然而，

在思想观念多样化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影响下，高校的

大学生在不同程度上也存在着诚信缺失的现象，主要有

以下五个方面： 

2.1 在学业方面 

第一，现在很多大学生平时在学习上缺乏兴趣和刻

苦钻研精神，不认真学习，只想坐享其成，而只能在考

试的时候作弊，周围的同学却熟视无睹；第二，很多大

学生为了写出论文，抄袭剽窃，把别人论文的拿来稍作

修改当作自己的。 

2.2 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 

助学贷款是为了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生完成学业，

国家推行的由国家贴息 50%的无担保信用的优惠政策，

已成为大学生资助工作的主要手段，但是一部分大学生

未能履行合同按期还贷，使银行贷款风险增大，给学校

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甚至还有少数大学生隐瞒家庭

真实情况，出具虚假贫困证明来骗取助学贷款，使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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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的同学不能得到资助。 

2.3 在就业当面 

在当今就业压力下，很多大学生为了在竞争中取

胜，在求职中使用假文凭、假学历、假证书，在个人履

历表上做假来蒙骗用人单位，招聘会上，人人都是优秀

班干部、三好学生，都有一流的外语和计算机水平，都

有很多的荣誉证书，不断的对自己进行着虚假包装。 

2.4 在人际关系方面 

现在的大学生为了某些个人利益，编造事实，用虚

假材料欺骗老师和同学，言行不一，口是心非。平时，

与老师和同学的交往中不能以诚相待，导致了人与人之

间缺乏信任感，妨碍了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 

2.5 在道德方面 

第一，网络越来越流行，给大学生带来方便的同时，

也出现了很多消极的影响。虚拟空间的开放性、无约束

性和隐蔽性等特点造成大学生道德责任感的削弱和自

由意识的薄弱，忽视网络道德和文明而制造混乱。第二，

图书馆资源是为了方便学生学习及查阅相关资料，而很

多大学生借书后并不及时归还或据为己有，影响公共资

源的正常使用。 

3 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 

大学生存在的诚信缺失现象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个

人修养，而是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 

3.1 社会原因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环境对当代大学生思

想道德的影响很大。 

第一，国内环境原因。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

期，由于体制原因和人们思想认识上的偏差，社会信用

体系发育程度低下，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信用评估和

失信惩罚机制，失信行为泛滥，大学生也是社会中的群

体，社会上的失信现象给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造成了严重

的负面影响。尤其是网络日益盛行，使各种合法的和不

合法的、健康的和不健康的信息快捷方便地进入大学生

的视界。 

第二，国际环境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东

西方不同的文化聚集，形成了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使当

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受到了巨大

的冲击，在理想信念、价值目标、价值手段、价值评价

等方面出现困惑与迷惘。由于大学生对自身价值观念的

模糊或认识水平的不足，缺乏鉴别意识，尤其是对西方

观念推崇有余，因此，导致对周围一些假、丑、恶现象

缺乏应有的判断。 

3.2 家庭原因 

一个人的诚信品德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家庭环

境中，家庭成员尤其是父母的言行举止对子女有至关重

要的作用。如果家庭成员在生活和工作中不注意自己的

言行，做出没诚信或不守信的事情来，就会给子女树立

坏的榜样。现在，旧的家庭教育观念严重影响到了大学

生诚信教育，有些家长认为学校才是培养和教育孩子的

地方，把孩子的诚信教育寄希望于学校，逐渐放松对孩

子的教育和监督，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为大学生诚信失

缺留下空间。 

3.3 个人原因 

导致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很多，而大学生自身责

任意识淡薄则是最直接的原因。当代大学生是伴随着我

国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成长起来，很少经

历艰苦磨难和生活的风雨，缺少吃苦耐劳的品格，意志

力薄弱，在涉及自身利益时，缺乏足够的道德评价能力，

缺乏对诚信危害的认识，往往会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行

为方式，背离诚信原则。同时一部分大学生也存在责任

意识淡薄的现象，对自己所要承担的历史重任不明确，

不清楚自己是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栋梁、民族复

兴的希望，不能正确认识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局

限于狭隘的视野，片面注重个人利益和享乐。尤其在当

今的现实社会中失信成本低，失信者所付出的成本远远

小于守信所付出的成本，大学生更是做事随性而为，对

行为的后果缺乏考虑，并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3.4 学校原因 

学校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传道”，即传授做人的道

理，但是高校诚信教育的滞后却影响大学生诚信状况。

第一，诚信教育的内容滞后。在诚信教育过程中，对大

学生的诚信教育不能贴近他们的现实生活、思想实际和

心理年龄，很少结合大学生的生活实际来阐述。第二，

诚信教育的方式、方法滞后。在教育方式、方法上重理

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引导，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过多

停留在原理地灌输、规则地阐述上。学习成绩优秀往往

是学生能够评优、评奖等的最主要的依据，这使得许多

大学生产生只要把学习成绩搞好就一切万事大吉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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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三，诚信教育的教学手段滞后。诚信教育的主要

途径是通过教师的课堂影响，“两课”教学发挥着主渠

道作用。但在许多学校里，教师的教学手段落后、陈旧，

现代化的教学传媒和先进的网络平台没有发挥应有的

作用，部分教师本身的师德水平有待提高。 

4 高校应对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措施 

“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加强对大学生的诚

信教育，弘扬诚信文化，应该通过多方面多渠道共同努

力，而作为大学生的主要学习和生活的场所——高校，

德育工作显得尤为重要。作为思想道德建设前沿阵地和

重要窗口的高校，必须站在时代前列，培养具有信用素

质、诚信精神的人，解决大学生的诚信缺失问题，对于

高校具体说来，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4.1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建设高

素质的诚信教育队伍 

高校要树立正确的教育教学理念，充分发挥思想政

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切实把诚信教育作为德育的重

要内容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要牢牢把握住

课堂、教材这块有效阵地，做到进课堂、进教材、进学

生头脑。加强对当代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与引导，使

学生了解和掌握诚信的理论精髓、社会意义与价值，增

强社会责任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把大学生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

和可靠接班人。 

高校教师的工作直接影响教育成效，应该提高认

识，端正态度，树立正确的诚信教育观，认真、积极、

多方面开展有效地诚信教育。同时，教师要注意加强自

身的修养，树立自身良好的诚信形象，要注意向学生展

示在教书、工作、科研、生活中的诚信修养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学生。教师还应具有良好的诚信品

质，以诚待人，信用待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

实人，言行一致，说到做到，要对本职工作具有强烈的

道德意识和责任感，更要求教师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

应该能够系统全面地掌握诚信教育内容体系，提高理论

水平和教育能力。 

4.2 开展丰富多彩的大学生诚信教育实践活动，

培养诚信美德 

“诚信是一种美德”，而美德需要在实践的训练中

养成，同时实践也需要美德来加以引导，要想真正获得

诚信这项美德就不能与社会实践相脱离。大学生诚信教

育的实践活动要突出丰富多彩性，在校园内以各种形式

广泛开展，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如不同年级、不同系

别；可以突出不同的主题，如学术诚信、政治诚信等；

可以采取不同的活动形式，如公众签名活动、诚信征文

活动、演讲活动等；可以有不同的组织形式，如学校统

一组织、院系组织、学生社团组织等。使大学生在丰富

多彩、寓教于乐的活动中感悟诚信，体验和理解诚信，

进而培养他们的平等意识、自主人格、责任能力等品质，

提升诚信道德意识，形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成为有

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者和接班人。 

4.3 营造高校诚信教育的优良环境，形成良好的

诚信文化氛围 

营造优良的诚信氛围是诚信建设的前提，教育是在

社会大环境下进行的，没有与教育的目标相一致的环

境，任何教育都是苍白无力的，因此，营造一个讲诚信、

人人讲诚信大环境非常重要。高校应充分利用校园教育

资源，调动各方面的因素，发挥教师的教育、同学之间

的影响作用，运用标语、布告栏、校园广播、电视等有

效手段，营造全方位的校园诚信文化教育环境。环境可

以影响人，改造人和陶冶人，高校校园良好的诚信氛围

可以培养大学生诚信素质，要把诚信教育与校风校纪建

设、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建设结合起来，通过校广播、

校园网、校报、宣传栏、黑板报等舆论阵地来广泛宣传，

以形成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起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效

果。 

4.4 完善诚信制度和激励机制，建立并充分发挥

大学生个人信用档案 

诚信素质的养成仅仅靠诚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辅

之于制度的建立，约束大学生的各种非诚信行为。高校

应按照诚信道德建设的要求，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

度，以规范化的制度引导和管理学生使广大学生有章可

循，并在自律的基础上，通过规章制度的强制性和导向

性，确立诚信观念。奖励和惩罚在大学生教育管理中发

挥着一定的促进和约束作用，首先要弘扬正气，正面宣

传和引导，使恪守诚信的学生受到肯定和宣传，树立诚

信典型。其次对于缺少诚信的大学生，尤其是行为恶劣

的要给予严肃的惩罚。相应的制度约束、必要的惩罚措

施，这是实现大学生诚信教育目标的可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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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生的诚信教育中，建立大学生个人诚信档案

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诚信档案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 

 诚信承诺书。承诺书是由学生和学校签订并要

求学生认真履行承诺。 

 网络诚信管理系统，即电子诚信档案。这是一

种特殊的隐形教育方法，包括大学生的个人资

料、家庭背景、品行说明、学习情况、经济状

况、校园卡使用记录、特别记录等信息，对于

学生在校诚信及失信行为予以详细记录，使其

成为大学生的第二代身份证，并且延至到后来

的工作单位，从而成为社会诚信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架起学校通往社会诚信的桥梁。 

结论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诚信是每个人立足社会不

可或缺的无形资本。诚信的建立，需要真诚的日积月累，

诚信的崩溃，一句谎言就足够了。孔子曾把“信”看作

做人立世的基点。所以，恪守诚信成为当代每个大学生

都应当有的生存和发展理念之一，诚信的人必将受到人

们的信赖和尊重，从而享有做人的尊严和发展事业、服

务社会的机遇。每一个大学生都应该把诚信这两个字刻

进心灵的深处，用一生的言行去实践它，只有诚信修养

提高了，人生才可能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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