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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诚信教育的心理学途径探究
程美玲

黑龙江职业学院 150001

摘　要：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从认知、情感、行为等方面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从学生自身的角度出发，引导学生认识问题、

解决问题，并将诚信教育融入学生的内心。高职院校作为一所专门从事技术人才培养的院校，必须加强诚信教育。本文通过

分析高职学生诚信缺失现象，分析造成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心理因素，探讨高职学生诚信缺失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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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sychological Approach to Honesty Education fo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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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tudents， psychological health education is conducted from cognitive， 
emotional， behavioral， and other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s themselves， it guides students to understand and solve 
problems， and integrates integrity education into their hearts. As a vocational college specializing in the cultivation of technical talents，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integrity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henomenon of lack of integrity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analyzes the psychological factors that cause the lack of integr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and explores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lack of integrity among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ege students； Psychological integrity education

诚信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需要，也是国家教

育体系的目标之一，它在整个教育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通信的发展，微博、微信、

微视频等新媒体对大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这种隐蔽开放的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群体出现了一些在

学业、经济往来和人际交往中违背诚信的行为。因此，对大

学生的诚信问题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大学生诚信心理教育的必要性

（一）学生完善自我人格的有效途径

高职阶段是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

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大学生心理的不成熟，会导致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容易被错误的价值观念影响，所以在大学

生中开展诚信理论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

的形成。诚信是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在大

学阶段的教育中，诚信理论应该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不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这一方面，更重

要的在于人格素质的培养，一个仅有专业知识的人，在踏上

社会之后是很难走得长远的，拥有一个健全的人格才是在社

会中能够立足的必要条件。

（二）学校培养合格人才的必要手段

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其要遵循“培养什么

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方针，以人才培养方案为基础，结

合大学生的心理特点，对大学生这一群体进行课堂内的学习

交流和实践上的沟通指导，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合格人才。而诚信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最重

要的一个环节，它的目标是培养诚实守信的人，健全人的品

格，因此大学生接受诚信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三）弘扬社会主流文化的正确导向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就

是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

体现，是凝聚着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在当代中国社会

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经成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是

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具有统摄性和权威性。大学生作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最有朝气、最有希望的群体，应当是

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驱者和排头兵。虽然目

前我国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度有所提高，但在现实社会中仍然

存在不少的主流文化缺失、道德品质缺乏的行为，所以在大

学生中开展诚信教育必须继续推进，保证社会中最鲜活的血

液有正确的思想体系，继而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二、高职学生诚信问题研究

（一）诚信认知出现混乱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它所带来的弊端也

逐渐显露出来，功利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骄奢淫逸

之风兴起。而大学生正处在思想定型的阶段，这些不良的社

会风气会导致大学生的诚信价值观念出现波动，对所学的诚

信理论知识产生怀疑，诚信意志、情感容易被弱化。同时，



140

科研管理
2023年5卷7期

我国的诚信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各种诚信机制尚未成熟，

导致当前社会中缺少诚信保障机制，社会成员的行为只能单

纯依靠人们自身的道德信念以及社会舆论来约束。

（二）学校对诚信教育的重视不够

目前，很多学校重视知识教育而轻素质教育，导致在课

程设置上对诚信教育不够重视。在部分学校中，诚信教育并

没有单独开设课程，也没有配备专业的教师来讲授这部分的

知识，学生能够接受到的诚信教育只限于思想政治理论公共

课上，但这种公共课是大班授课制，课堂学生数量多，管理

相对宽松，所以导致很多学生求知欲望不是很强烈。其次，

诚信教学方式单一。诚信教学往往以理论课堂为主，通过思

想政治理论课开展教学，会限制老师的授课模式，教学内容

也很难创新。这种以课堂灌输为主、教师主导课堂的教学形

式会削弱学生的积极性，当他们的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反馈和

解决时，就会使得诚信教育的效果大打折扣。

（三）大学生的自我诚信教育能力不足

学校在开展诚信教育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无法正确

地理解诚信，从而导致诚信认知出现偏差。还有一部分学生

能够主动去接受诚信教育，并且形成自己正确的诚信认知，

对什么是诚信、什么是诚信行为有正确的理解，并且能够从

内心上认同诚信是一种正确的道德规范，但同时也存在问题，

即不能很好地将诚信理论知识运用在实践当中，以至于在面

对诚信选择的两难境地时往往摇摆不定，最终做出失信行为。

三、新时代大学生诚信心理教育的实现路径

（一）健全社会诚信机制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社会与个人是相互联系、相互作

用的有机整体。社会是个人生活的必需场所，个人的言行必

然会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的影响，所以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引导，不断优化社会诚信教育的大环境。

1. 营造诚信的文化氛围

良好的社会诚信氛围会对个人成长产生积极的作用，如

果大学生处于有着良好诚信氛围的社会中，会增强他们对诚

信教育的意识，坚定诚信的信念感，在学生群体中也会大大

降低失信行为发生的概率。反之，如果学生处于消极的社会

诚信氛围中，就会导致他们已有的诚信理念被弱化、诚信信

念被消解等等，因此，我们必须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诚信氛围，

使置身于其中的个体能够得到熏陶。要想营造一个良好的诚

信文化氛围，我们就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传

统文化为养料，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诚信理念的元素，积极

弘扬和传播诚信观念，净化社会的舆论风气，打造风清气正

的文化环境。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地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充

分发挥纸媒、网媒等宣传阵地，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来

传递诚信理念、倡导诚信行为，比如说，我们可以在微信公

众号、抖音、快手、微博等网络平台上进行模范人物的宣传、

典型事迹的创作，让社会中具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人物来发

挥示范引领作用，也可以创作各种有关诚信的文艺作品和影

视作品，通过一种常见且有趣的方式来进一步强化社会的舆

论氛围，让诚信在大学生群体中占据主导地位。另外，网络

在现代社会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要重视网络的

影响，规范网络言行，不断净化网络空间，营造积极的网络

文化氛围，确保诚信在网络文化空间中占据最佳地位，为诚

信教育搭建良好的平台。

2. 构建社会诚信制度

和谐社会的发展，既需要道德规范的支撑，也需要法律

制度的约束。道德和法律是相互配合的，道德是一种柔性的

手段，它对社会成员的思想起到教化和引导作用，而法律制

度是一种比较强硬的手段，它对社会成员的言行规定有严格

的标准。如果仅仅依靠道德规范对社会成员进行管理，是很

难起到好的效果的，所以在社会诚信教育的环境下，我们不

仅要发挥道德规范的作用，还要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来约束

社会成员的行为。社会诚信制度要想真正长久地实行下去，

那么从它的制定、施行上都要有合理的措施。首先在制定上，

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向社会有关权威部门进行

意见咨询；其次，必须要将其上升到国家法律的层面，通过

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来确保社会诚信制度的长久运行；最

后，政府要扮演好执法者的角色，政府部门自身要加强作风

建设，以尽职尽责的形象来担任执法者的身份。通过一系列

的手段督促大学生实现诚信理念由外在的制度规范转化为内

在的自身情感，进而再转化为实际的诚信行为。

（二）加强学校诚信教育体系

高校诚信制度环境与社会诚信制度环境是紧密相连、相

辅相成的。只有建立健全高校诚信监督制度和诚信奖惩机制，

并保证各项制度和机制有序有力执行，才能改善高校诚信中

观生态环境，提升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效果。学校是大学生进

行诚信教育的主阵地，在高校内加强诚信道德教育是一项艰

巨但有意义的任务，提高当代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

1. 创新诚信教育理念

新的时代召唤新的理论，新的理论引领新的发展。随着

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思政教师队伍有了更高的要求，他们不

仅要提高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素养，同时还应该根据时代发

展的要求以及目前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问题来创新理论知识，

调整教学方法，对诚信教育理论体系进行创新和发展。就目

前来看，对大学生诚信教育影响最大的是互联网文化。互联

网在近几年来非常火热，对目前教育的发展有有利的一面，

但如果使用不当，也会对目前教育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在互

联网环境下，各种文化产品得到迅速发展，给大学生的思维

方式和行为习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大学生诚信教育应该扎

根网络阵地，积极融合诚信教育理念和方法，不断完善诚信

教育。其次，在教育方式上也要做到创新，教育工作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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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传统的灌输式教育，要结合时代特点和学生心理发展特

征，充分利用多样化的教学平台，更好地对学生进行诚信教

育，提高学生在课堂上的参与度，激发学生主动求学的积极

性。除课堂教学外，以形式多样的实践活动对大学生进行诚

信教育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途径，开展丰富的课外活动，让

理论教育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深入到学生心中，寓教于乐。

2. 强化师资力量

首先要扩大高校思政教师队伍，提高征聘起点。目前在

许多高校内，思政教师不足的现状普遍存在，所以需要拓展

思政专职教师队伍。然后在思政教师招聘方面，不仅要注重

教师的理论水平，还要考察教师个人的品质。教师的个人品

质是实现大学生诚信教育成功的重要保障，一个教育工作者

的认知、言行都会对它所教育的学生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

还要对在职教师加大晋升学习的机会，给予教师更多的机会

交流学习，从而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最后，也要强

化对教师的培训投入。高校应鼓励教师参加制作各种思政微

课。在教师制作微课的过程中，学校要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

并且对教师进行网络教学技术培训，给予人力、物力、财力

支持，提高教师使用网络技术的能力，辅助思政教师制作出

优秀的关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教学成果，提升诚信教育的实

效性。

3. 制定校园诚信制度

制度是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根本保障。高校要建立与我国

法律法规相协调、与社会道德机制相配套、符合校园环境、

符合大学生思想特点的具有针对性的、比较完善的诚信制度，

使诚信制度融入校园规章制度中，更好地规范和约束大学生

的行为，保障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顺利推进。第一，在校园规

章制度中完善诚信部分的章程，让大学生在校园内的一言一

行都有制可依，从制度上监督和强化大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

活。将大学生的日常行为纳入校规校纪，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规范、约束大学生的诚信行为，减少失信行为的发生，培养

学生养成良好的道德素质。第二，制定校园诚信奖惩制度。

个人诚信问题不仅需要自己内心的自觉，还需要外在力量的

监督，所以在高校内制定诚信奖惩制度就非常必要。通过公

示具体的奖惩措施，然后在每个学期末对学生的诚信度进行

评分，给予诚信评分高的学生物质或者其他荣誉名额奖励，

而对有过失信行为的学生给予适当的惩罚。另外，在学生综

合素质测评中提高诚信行为所占的比重，将大学生的个人行

为与其利益相挂钩，这样能够更好地激发学生对诚信品质追

求的内在动力，督促其在平时的生活中不断提高自身诚信道

德水平。第三，建立诚信档案。为了更好地在校园中进行诚

信教育，我们应该真实并且详尽地记录下每一个学生的诚信

状况，以便在学校管理方面能够及时了解到学生个人的道德

状况，并做出合理的挽救措施，做好管理者的角色。

三、结语

总而言之，诚信和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

诚信又和心理健康息息相关，所以，加强学生的心理健康教

育，对于推动职业院校学生的诚信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高职院校的每个学生都要提高自身素质，在社会中树立

起一个良好的信用形象，自觉抵制虚伪和失信，使自己在社

会中“知”和“行”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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