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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诚信教育体系建设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诚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每位学生应该具

备的基本道德修养和行为规范 [1]。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出台加

强诚信教育的相关文件，指出，高校应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7年，

教育部首次将诚信教育写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要

求高校要加强对学生思想品德的考核，大力开展诚信教育，对失

信行为要建立约束和惩戒机制。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高校的思想道德培养和建设关系到构建良好的社会氛围，

更关系到中华民族的未来。因此，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建设，提

高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是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要求 [2]。

（二）学生自我价值实现的保障

诚信教育体系的建设有利于提升学生的道德品质。“德”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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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长成才的要素中占据主要地位，而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诚信

教育体系的建设可以让学生注重言行一致、诚实守信、以德为先，助

于树立良好的个人形象，并带动自身其他美好品德的养成 [3]。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建设研究现状

诚信教育作为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多

的高校意识到建设诚信教育体系的意义，目前高校的诚信教育体

系建设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学习、建立诚信教育相关规章制度、

打造学生诚信档案、教育部党组、共青团中央在《关于在各级各

类学校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的意

见》中提出，要“探索建设学生诚信档案，将诚信档案作为大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测评的重要依据”。在高校诚信档案建设操作方

面，将学生基本信息、奖惩情况、诚信记录、助学贷款等方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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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记录，由学校统一管理 [4]。目前也有高校尝试利用大数据的方

式，实现对学生诚信行为的完整采集和记录并进行科学分析。并

开展多形式诚信教育活动 [5]。为了进一步引导学生将诚信行为内

化于心，外化于行，高校采取了多种形式的诚信教育活动。开展

诚信主题的班团会、讲座，制作诚信主题的文化作品，如手抄

报、微电影等，营造诚信的校园氛围，将诚信教育融入学生日常

生活中。

三、诚信教育体系建设存在的困境

（一）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制度建设不充分不完善

1.实体性制度不健全。长期以来，诚信教育多强调传授理

论，对于相关程序、诚信规则等对于学生的强化作用谈及较少。

而事实上，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教育需要发挥制度的约束力，不能

过于依赖诚信道德的约束。目前，一些高校尚未出台明确的规

章制度和评价指标来约束学生日常行为、学习考试等，还停留在

传统的传教，学生的诚信停留在个体自律的层面；而一些高校虽

然在诚信制度建设方面已有初步构建，但大多数高校评价指标体

系覆盖不全，多数集中在日常行为规范和学习考试方面，少数涵

盖贷款、就业等方面，且存在制度存在、但实施落实不到位的问

题，或是制度缺乏可操作性，可持续性不强 [6]。

2.程序性制度不完善。目前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大学生诚信

档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各类考试、违章违纪、贫困生认定、

求职等多方面的诚信行为进行记录，但存在着诸多问题：

缺少诚信档案的量化考核指标和制度，诚信档案数据化还没

有得以实现。大数据背景下，将学生诚信行为量化尤为重要 [7]。

要建立学生诚信量化考核制度，需要将学生的日常文明行为表

现、失信行为等通过量化的方式，变为具体的评估数据，来记录

个人诚信考核分数；

缺少实时跟踪和动态管理，无法实现诚信教育的精准化。目

前的诚信档案建立多为纸质材料，由于学生数量大、管理人员人

力有限，无法实现实时更新，学生无法第一时间掌握当前的诚信

状况，而学生工作者也无法实时了解学生诚信评价结果，也就无

法给予其相应的指导和个性化帮扶，以帮助学生查偏纠错，以提

高学生诚信教育效果 [8]。同时，没有设立奖惩制度，学生缺乏约

束力和动力。

（二）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模式化严重，注重“传教”

建立诚信教育教学机制，包括营造诚信环境、举行诚信宣

誓、广泛开展诚信教育主题班会、诚信主题讲座等，但目前，很

多高校的诚信教育停留在教育灌输的层面，这样形式单一、内容

不实、缺乏实践的模式虽然能让学生明白诚实的简单道理，但无

法做到知行合一，甚至会让学生产生认为是“形式主义”的抵触

情绪。高校应该切实做到贴近学生、尊重学生，以学生为主体，

关注学生的内心想法和成长需求，才能更加利于学生接受，否则

诚信教育仅停留在表面 [9]。

（三）诚信实践检验平台搭建有待加强

有效搭建诚信实践检验平台，能让学生在实际中践行诚信，

成为学生的自觉行为和习惯。但目前各高校如诚信考试实践、诚

信生活实践等平台的搭建不够充分，如实行免监考考试考场、生

活场所自助化等。

四、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建设实践探索

（一）构建诚信教育长效机制

建设诚信考评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学院诚信管理规章制度，将诚信行为表现纳入学生

日常管理、综合测评、评优评先等重要事项考评体系中，对于诚

信行起到模范带头作用的先进个人予以适当奖励和荣誉倾斜，对

于失信行为予以一票否决 [10]。

制定各学校、二级学院诚信考核相关机制。制定相应诚信教

育模式、学生诚信教育管理细则等，从学生自然属性、操行诚

信、学习诚信、经济诚信、择业诚信、社会诚信、诚信正面行为

等方面进一步构建大学生诚信体系，并制定评分指标，建立对失

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机制，记录学生学业、品行等方面的诚信信

息 [11]。同时，制定相应行动计划，鼓励学生通过各项行动积极践

行诚信，为学生提供实践平台。积极开展系列学风建设活动，邀

请专家及优秀校友代表加强对学生的诚信教育。通过一系列诚信

规范机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诚信教育体系。

（二）打造诚信文化品牌，让诚信教育深入人心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是广义的学校课程的组成

部分，不直接在课程计划中反映，不通过正式的教学进行，对学

生的情感、知识、意志、行为等方面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促进教

学目标的实现 [12]。”其中，校园文化建设、文化育人作为隐形课

程的一种，对高校诚信教育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校园文化

具有导向性，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诚信观念。其次，校园文

化具有凝聚性，能够汇聚学生，以学生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诚

信建设，促进学生对诚信的正确认识，并积极践行诚信 [13]。积极

打造诚信文化品牌活动，通过话剧等文化形式进行诚信建设，减

少说教、丰富形式，有助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生活化，促进学生

自觉养成良好的诚信品质，引导学生诚信立身的理念。

1.打造诚信主题示范话剧

诚信建设需要良好的学风作为抓手，班级作为诚信教育最小

的单位。以班级为载体，开展诚信主题的班级话剧大赛，通过评

选和包装形成示范话剧，在院学风建设大会、校诚信教育推进大

会上先后向全校师生进行展演 [14]。话剧可以将学业诚信、社会

实践诚信、日常行为诚信等内容，采用合唱、情景剧表演、个

人经历讲述的形式将诚信教育贯穿始终，通过话剧团同学的表

演，生动形象地将诚信观念传递给每一位同学，鼓励同学们恪守 

诚信。

2.开展“馆校合作”诚信建设

大学生诚信教育体系的建设需要学校、社会、家庭等多方共

同参与，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诚信文化体系建设。学校应联合多

方开展诚信教育建设，多平台搭建诚信建设平台 [15]。在馆校合作

模式中，如与沈阳市劳动模范纪念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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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纪念馆等建立思政教育基地，联合开展思政活动，增强对师

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劳模事迹、雷锋事迹等引导学生践行诚

信品质，发扬劳动精神，将诚信教育与社会氛围营造结合，帮助

学生树立诚信的就业观和实干的工作态度，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

义建设。

（三）“家校”协同育人，推动“诚信校园”“诚信社会”

建设

探索高校、学生本人、家庭、社会等多方参与的协同育人模

式，真正有效提升对于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部分

中国家庭高度重视子女的智育教育和文化水平，却忽视品德教

育，在德行上任孩子自行发展，长此以往对于孩子道德观念的良

好形成有阻碍作用。父母对于孩子的影响是深远的、意义重大

的，潜移默化的言传身教从孩子年少起伴随其成长。重视家校协

同育人，开展每学期家访工作，真实反馈学生在校情况，让家长

深入了解学校教育模式和教学内容，成合力，共同为孩子成长助

力护航；每年“致家长一封信”，集中反馈、统一解答；利用寒

暑假分地区召开集中家长会，面对面解答共性问题，提升效率。

学校、学院要建立有效的协同育人模式，搭建协同教育平台，真

正促进“诚信校园”和“诚信社会”的创建，真正塑造大学生诚

信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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