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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十分必要且重要

首先，对于祖国与民族，大学生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需要大学生来建设，他们是文明的创造

者、传播者、践行者，引导良好思想道德、示范文明行为的

中坚力量。然而，一方面当今大学生群体的诚信状况不容乐

观，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有薄弱环节；另一方面，随着时代

的发展，当今社会对大学生诚信教育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这就

要求高校、教师、社会、家庭不断改进甚至完善大学生诚信教

育，同时大学生也应当不断反思自身行为。本文对新时代背景

下大学生诚信教育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希望能为探索大学生诚

信教育研究的客观规律做一点微薄贡献，促使大学生诚信教育随

着时代发展而进步。

其次，对于大学生自身发展来说，诚信道德教育有利于大学

生形成完整人格，促进健康成长，是立身根本，是不断发展的动

力。而大学生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才能更好地促进优良风气

的形成，利于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因而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此外，探讨这一问题，也有利于加强

高校德育工作者尤其是辅导员们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与时

效性，是十分必要的。

2　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研究综述

通过阅读知网文献发现，目前国内学者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讨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重要性。国内的学者们对此已

达成初步共识，即大学生诚信教育很重要。做好大学生诚信教育

对于社会和谐、学校发展、家庭幸福、大学生本人的健康成长等

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李莉认为，大学生诚信教育贵在帮

助大学生树立尊严无价的观念。孙丹,周晓波指出诚信是大学生进

入社会实现全面发展的前提，诚实做事，才会得到认可，才能担

当社会赋予的责任，才能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第二，研究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相关表现。大多数学者认为大

学生在政治思想、助学贷款、学业就业、日常生活等领域存在诚

信缺失问题。如蒋笃君在《创新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探索》一文中

主要从大学生群体考试作弊、恶意拖欠学费、就业求职作假、网

络信用危机四个方面论述了大学生失信行为和诚信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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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探究大学生失信现象的原因。通过对已有相关文献的

整理，目前研究显示我国学者分析大学生失信现象产生的原因从

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如于茜、焦永纪从心理学角度分

析造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原因，认为是精神体系建设问题。

第四，寻找解决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的对策。目前学者们

面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问题，也积极提出各种对策。如陈志超认

为，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要有方法，在明确诚信教育意义的基础

上，深刻理解掌握诚信教育内容，分层次进行。马贵范,李兆河深

入研究了解决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的对策：从细微之处提具体诚

信教育方法如需要借助网络学习平台整合案例、视频等多种信息

资源,开办诚信活动月等等；从宏观出发建立科学合理的校诚信指

标体系。

通过对国内学者们的观点进行整理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出研

究者们是从多角度、深层次、多领域地探索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问

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为后来学者提供理论基础和思路。

但其中也存在不足之处，那就是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时代环境

不断改变，大学生出现的诚信问题也随之扩大了范围和表现形式，

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因此研究也应当与时俱进，尤其是面对不

同失信现象，不同失信原因，也要研究有针对性的对策。另外，目

前学者们多采用文献法进行论述，研究方法较为单一。针对以上

研究的局限，本文希望能尽一点微薄之力，为丰富研究内容与研

究方法做一点贡献。

3　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现状

通过实地调研，单独采访和问卷统计，绝大部分大学生对

诚信有一定程度认识，并且能做到生活学习中讲诚信。但在问卷

统计时发现少部分学生承认了自己的不诚信行为，如在各种考试

中作弊，平时抄作业，逃课互相打掩护，请其他学生代上课签到，

在超市小偷小摸（偷过小零食，小文具等），学费迟迟不交，信用

卡逾期不还，助学贷款不诚信（申请有虚假信息、使用不符合规

定、还款拖欠），求职过程中过度包装，网上社交不诚信、如发表

传播不实言论等等。由此可见，新时代大学生在学习、经济活动、

求职以及日常生活中的诚信缺失现象还是较多，甚至随着时代发

展，诚信缺失的表现形式也多样化了。

此外，与部分愿意接受采访的学生单独谈话时，发现有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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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自小就有小偷小摸的不良习惯，如小王六岁时从超市偷抓了一

把糖，而家长发现后，并没有批评教育，反而夸赞其聪明，知

道给家里省钱，随着小王年龄增长，去了学校，接受教育，虽

然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但一直没停止这种行为。接受采访

的前一天还在超市顺走了一罐旺仔牛奶。有些学生是在上当受骗

后，出于或报复或挽回损失等心态开始欺骗别人，如小李考大

学英语六级时担心不能考过，上网买答案，结果被骗800 块钱，

当天考试心情也受到极大影响。后来小李注册新QQ 号，也学着

去网上欺骗别人，不过暂未成功。有些学生对于诚信行为没有

正确认识，如小张帮其他学生代上课，代写作业，甚至代考

试，他认为这是他的劳动所得，为自己想到的赚钱方法而高

兴，并未意识到是失信行为，尤其是逃课帮同学打掩护，甚至

认为这是义气，帮助别人。还有些学生觉得欺骗别人是个有意

思的事。如小马是个男生，却装作女生跟男性网友网恋三个

月，期间也收到一些礼物，直到对方强烈要求在现实见面才被

拆穿，幸亏两个男生并没有起太大冲突，小马归还了礼物，并

作出补偿，不打不相识。采访时，小马说自己并没有想骗钱牟

利只是想体验不同事物，寻找刺激。还有一些其他学生的访

谈，在这就不一一列举了。通过对大学生诚信问题相关采访进

行梳理和分析，发现造成这些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的原因多种多

样，涉及大学生本身是否树立了正确的诚信观念以及人生观、

价值观、世界观，家庭教育是否得当，社会环境对大学生的影

响是否积极，高校诚信教育是否到位等方面。

4　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对策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社会环境复杂多

变，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难以把

控的一环，任重而道远，针对调查显示的大学生诚信缺失现象

产生的原因，本文从学生自身、高校教育、家庭影响和社会环

境四方面提出具体对策。

（一）大学生自身作为诚信教育的对象，是诚信教育成功

与否的根本原因。大学生自己需要提高自律意识，树立正确的

诚信观念以及丰满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要时刻保

持清醒的头脑，清楚自己的定位。

（二）高校是对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的主阵地。首先，院

校领导应当以身作则，引导师生逐步树立诚信观念，营造良好

的文化氛围；对诚信教育加强重视，加大信用监管力度，奖罚

分明。其次，院校相关部门加强协作，完善信用制度，进一

步完善大学生诚信教育档案。最后，高校教师要发挥主观能动

性，积极创新诚信教育的方式方法，减少或直接摒弃照本宣科

的满堂灌式教育和说教式教育，应当在课堂与学习生活中采用更

为丰富活泼的多元化教育方式，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比如：可

以充分利用近期热点案例、微电影、微课堂、舞台剧、情景

剧、小品等引发学生兴趣，或者把诚信教育融入到社会实践活

动当中，通过小游戏或野外拓展、科技竞赛、网络宣传等活

动，在实践中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在互动中达到诚信教育目

的，真正为祖国培养诚信的高素质人才。

（三）家庭其实是对大学生开展诚信教育的源头。一个孩

子的一生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的烙印。，家庭教育影响孩子的一

生，作为家长的父母是孩子第一任老师，一方面可以通过以身

作则，营造真诚可信的家教氛围，让孩子在真实没有欺骗、相

互信任的良好环境中健康成长，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逐渐养成

诚实守信的品质。另一方面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发现孩子犯

错时，及时教育，诚信教育要常抓不懈。

（四）社会对大学生诚信教育有着深远影响。政府可以从

法律的角度，制定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营造诚信的社会氛

围，让失信者寸步难行。大学生会在这样的社会环境熏陶下进

一步认识的诚信的重要性，从而规范自身行为。

5　结语

学而无信则不才，人而无信则不立，国而无信则不强。新

时代大学生失信问题突出，解决刻不容缓。然而解决诚信教育

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新时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全方位的实行需要

大学生自身努力和社会、高校、家庭三方的全力配合，共同努

力，将大学生培养为具有诚信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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