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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诚信教育面临困境及提升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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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诚信教育是高校思政教育重要组

成部分，有利于弘扬诚实守信中华民族美德，让大学生坚定文化自信，从而提高他们道德素养。本文分析了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

基本特征，剖析了当前高校诚信教育面临的困境，提出了加强高校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将诚信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构建线上线下诚信

教育模式、增强大学生诚信意识和开展诚信主题实践活动的策略，以期提高高校诚信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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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面临诸多挑战，例如社会“不良

风气”加剧了诚信危机，导致大学生虚假求职问题频发；再加上

互联网文化的冲击，导致学生出现散布网络谣言、人肉他人等问题，

网络诚信缺失问题突出，影响了大学生道德素养发展。为了增强

大学生诚信意识，高校要重视诚信教育，多措并举开展诚信教育，

一方面要积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传承中华民族

一诺千金、言出必行、诚实守信的美德，提高他们道德素养；另

一方面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借助思政课堂渗透诚信

教育、组织诚信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全面提高诚信教育质量。

一、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基本特征

（一）时代性

不同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与主

题。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要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一方面要明确“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的时代要求，把诚信教育融入思政教育体系中，全方位渗透诚信

教育；另一方面要立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展学术诚信、职业

诚信、网络诚信教育，增强学生遵纪守法意识，培养他们诚实守

信精神，让他们肩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促进他们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

（二）创新性

“互联网 +”时代下，高校要以创新诚信教育理念，利用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开展诚信教育，把诚信教

育延伸到专业课教学、学生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增强学生对诚信

教育的重视。高校在诚信教育中要坚持多措并举、创新发展理念，

体现诚信教育的创新性特征，通过微信公众号、B 站、微博等新

媒体渗透诚信教育，满足学生个性化成长需求，弘扬中华民族一

诺千金、言出必行等诚信美德，让传统诚信美德在新时代焕发出

活力，循序渐进提高诚信教育质量。

（三）实践性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呈现出鲜明的实践性特征，强调

“知行合一、以行促知”，把诚信教育理论知识和实践活动相结合，

让学生在实践中接受诚信教育洗礼，让他们养成言出必行、诚实

守信的良好习惯，进一步提高他们道德素养。此外，高校诚信教

育要积极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方面要推动诚信教育融入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另一方面要组织丰富多彩的志愿活动、勤工

俭学活动，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从而提高诚信教育有效性。

（四）科学性

高校诚信教育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立足“00 后”大学生身心

发育特点开展诚信教育，明确大学生诚信缺失的深层次原因，制

定针对性解决方案，从而优化诚信教育内容和方式，增强大学生

诚信意识，逐步提高诚信教育质量。同时，高校诚信教育要体现

科学性，符合当前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教育改革要求，根据学生

反馈调整诚信教育内容、方法和评价体系，逐步完善诚信教育体系，

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理念，提高他们道德情操。

二、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面临困境

（一）诚信教育不受重视

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开展得如火如荼，但是高校

对诚信教育却不太重视，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诚信教育

在思政教育中所占比重却比较低，多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相结合，对中华民族诚信美德、学术诚信和就业诚信等讲解比较少，

影响了诚信教育质量。第二，高校诚信教育没有融入校园文化建

设中，缺少良好的诚信教育氛围，影响了学生对诚信教育的态度，

难以发挥出诚信教育育人价值。

（二）大学生诚信意识的缺乏

近几年来大学生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大学生忙于专业课学习、

社会实践和考取各类证书，对诚信教育并不重视，诚信意识比较

淡薄。例如很多学生为了不挂科、争取奖学金，在考试中选择作弊，

违背了诚信考试原则；部分学生甚至出现了学术不端行为，聘请

他人为自己代写论文、实验报告。此外，部分学生在就业、求职

中也存在不诚信行为，例如虚构个人工作经验、伪造证书；部分

学生在和企业签订就业意向书后随意毁约，缺乏契约精神，影响

了企业对实习生、应届毕业生的评价。

（三）诚信教育方式单一

目前高校诚信教育主要依托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略了

借助线上教学平台、校园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开展诚信教育，与

学生之间的互动比较少，单一的诚信教育方式对学生缺乏吸引力，

影响了诚信教育质量。此外，诚信教育与社团活动之间的衔接比

较少，无法渗透到学生生活中去，导致学生在诚信教育中的参与

度比较低，影响了他们对中华民族诚信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了解，不利于学生诚信美德培养。

（四）诚信实践教育活动较少

高校诚信教育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

两个方面。首先，思政教师在诚信教育中以理论知识讲解为主，

重点为学生讲解诚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诚信的

重要性等知识，忽略了利用时政新闻开展议题式教学、案例教学，

影响了诚信教育质量。其次，思政教师忽略了组织诚信教育主题

社会实践活动，难以形成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合力，影响了学

生对诚信教育的理解，难以解决他们诚信缺失问题。

三、新时代背景下高校诚信教育提升策略

（一）高校加强对诚信教育的重视

高校要重视诚信教育，立足时代育人价值观，创新诚信教育

方式，做好诚信教育顶层设计，全方位、全员、全过程渗透诚信教育，

进一步增强学生诚信意识。首先，高校要明确思政教育、专业课

教师、辅导员、共青团、党组织在诚信教育中的职责，明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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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级、专业诚信教育目标，把诚信教育和专业课教学、思政教育、

社会实践衔接起来，全面整合诚信教育资源，提高诚信教育质量。

例如学校可以开展学术诚信专题教育，结合各个专业课程特点、

考核标准，明确诚信考试必要性，筛选本校考试作弊典型案例，

展示学校打击考试作弊的决心，增强学生对诚信考试的重要性，

呼吁他们诚信考试，增强他们诚信意识。其次，高校要建立学生

诚信管理机制，分为学术诚信、经济诚信、就业诚信、求职诚信

等模块，真实记录学生在校、实习期间不诚信行为，明确相关处

罚标准，以此来增强学生诚信意识。例如学校要加强考试诚信管理，

规范考场纪律，一旦发现学生考试作弊行为，要第一时间通知相

关负责人，并把学生作弊行为记录在诚信档案中，在全校通报考

试作弊处罚结果，对其他学生起到警示作用，增强他们诚信意识，

减少考试作弊问题。

（二）诚信教育融入思政课程教学

高校思政教师要肩负起诚信教育的重担，积极开展诚信专题

教学，引导学生深度参与诚信教育，增强他们对诚信教育的重视，

从而培养他们诚实守信、言出必行的美德。教师可以搜集诚信守

信榜样人物故事，以榜样人物故事为案例，开展议题式教学，提

高诚信教育紫洪亮。例如教师可以介绍 71 岁老人杜长胜用 5 年时

间替子还债 330 万的故事，弘扬中华民族一诺千金、诚实守信的

美德，根据这一案例把“新时代是否有必要继承中华民族诚信美

德”作为议题主题，鼓励学生自由结组，让他们合作探究中华民

族诚信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等知识点，活跃思政课堂，加深学生

对诚信教育的理解。有的小组搜集了中华民族“人无信不立”“一

诺千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和“今日事，今日毕”等资料，

明确古人对诚信的重视，历经五千多年历史洗礼，中华民族诚信

文化传承至今，诚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明中华民族诚信美德生生不息的生命力和时代价值，值得大学

生传承。有的小组认为当前大学生诚信缺失问题非常普遍，例如

考试作弊、实习信息作假等行为，传承中华民族传统诚信美德非

常有必要。教师要对各个小组发言进行点评，指出他们探究过程、

结论中存在的问题，解决议题式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高思政课

诚信教育质量。

（三）构建线上线下诚信教育模式

高校要抓住“互联网 +”教育契机，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诚

信教育模式，拓宽诚信教育渠道，把诚信教育延伸到课下教学，

增强学生对诚信教育的重视，发挥出诚信教育育人价值。第一，

学校要利用好线上教学平台，组织思政教师开展线上诚信教育，

让他们讲解中华民族诚信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

大学生诚信缺失的表现以及诚信的重要性，丰富线上诚信教育内

容，让学生主动参与到诚信教育中，从而提高诚信教育线上教学

质量。思政教师在线上教学中要积极与学生互动，与他们讨论学

术诚信、就业诚信、经济诚信等问题，增强他们诚实守信意识，

呼吁他们遵纪守法、诚信待人，激励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第二，高校要建立诚信教育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为学生线

上推送中华民族诚信文化短视频、全国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等素材，便于他们线上浏览和下载相关学习资料，增强他们对

中华民族诚信文化的认同感。例如学生可以了解中华民族诚信文

化内涵，了解诚信对个人专业课学习、就业和升学的重要性，养

成诚信考试、言出必行、实事求是的良好习惯，提高个人道德素养。

（四）增强大学生诚信意识

首先，高校要把诚信教育和学生评价工作衔接起来，对学生

考试诚信、学术诚信、经济诚信和就业诚信等进行考核，并把其

作为学分考核、专业综合能力考核的标准，以此来增强学生对诚

信教育的重视。学校可以把诚信教育融入教学评价、学生学分评

价体系中，由各个专业教研室负责具体评价指标制定与考核工作，

凸显专业诚信教育特色，促进诚信教育和专业课教学的融合，有

利于增强学生诚信意识。例如医学类专业诚信教育可以从病人信

息保密、不吃回扣、不受病人红包等方面入手，培养医学类专业

学生诚实守信、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良好职业道德。其次，学

校还要把诚信和学生评优、奖学金和助学金评选工作衔接起来，

呼吁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如实填写相关信息，对他们的家庭收入情

况、在校消费情况进行审核；对学生在校期间考试诚信、社会实

践信息等进行考核，一旦发现不诚信行为，撤销学生评优、奖学

金评选资格，增强学生诚实守信意识。此外，高校要积极挖掘诚

实守信优秀榜样，定期公布各个学院诚实守信优秀学生名单和先

进事迹，让学生意识到榜样就在身边，为他们树立诚信学习榜样，

营造良好诚信教育氛围，逐步提高高校诚信教育质量。

（五）开展诚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高校在诚信教育中要坚持“知行合一”原则，既要抓好思想

政治理论课诚信教育，又要积极组织诚信主题教育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接受诚信教育洗礼，从而增强他们诚信意识。例如

学校可以组织志愿者服务活动，让学生深入学校食堂、图书馆担

任志愿者，督促他们按照食堂和图书馆工作时间按时到岗，让他

们按照食堂与图书馆工作规范开展工作，让他们体验每一份工作

的辛苦，督促他们按时按量完成工作，避免他们“浑水摸鱼”，

从而增强他们诚实守信意识。此外，学校还要联合学生社团开展

诚信教育实践活动，以社团为单位开展企业实践活动，组织学生

深入专业对口的相关企业进行学习，让学生了解诚实守信在企业

工作、晋升中的重要性，增强他们对诚信教育的重视。例如艺术

类社团可以和学生深入当地演艺机构、歌舞团学习，了解文艺节

目保密条例，让他们明确要尊重他人艺术创作成果、禁止剽窃他

人艺术作品，增强学生学术诚信、就业诚信意识，为他们未来就

业奠定良好基础。

四、结语

综上所述，高校要立足新时代，全面深化诚信教育改革，构

建线上线下诚信教育平台，为学生推送诚实守信道德模范先进事

迹、中华民族诚信文化，深化对于大学生诚信教育内涵认识，把

诚信教育和学生评价、奖学金和助学金审核工作衔接起来，增强

学生对诚信教育的重视，让他们主动参与到诚信教育活动中，从

而解决他们诚信缺失问题。此外，高校思政教师要积极融入诚信

教育，弘扬中华民族一诺千金、言出必行的诚信文化，激励学生

继承和弘扬诚实守信美德，让他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

面提高诚信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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