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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前对大学生诚信研究主要在社会学、经 济 学 以 及 法 学 的 领 域 展 开，主 要 把 诚 信 当 做 道 德 规 范、社 会 规 范、

法律规范来理解，但是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个体层面对其发展及变化进行深入的探讨则较少。本文主要针对大学

生诚信问题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并且提出一些具体的应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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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信”的本意是诚实守 信，其 本 质 则 是“知 行

统一”、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从心理学的范畴来理

解诚信，就是个体根据自己对事物的认识，表现出与

此种认 识 一 致 的 行 为 表 现。换 言 之，即 知 行 统 一。

人在成长的初期，个体基于所受教育及经历中早期

经验的积累，形成对诚信的认识，进而产生诚信的行

为，并对诚信行为结果有着特定期盼。所以，诚信主

要是人的心理活动以及行为表现。行为发生之后所

产生的结果作为一种反馈，又会反作用于诚信认识。

这种反馈和认识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对个体需要的满

足。当个体一旦面对需要满足的成功、失败时，会对

结果进行归因。假如归因与诚信无关系，则不会对

诚信行为产 生 影 响 或 是 仅 仅 只 产 生 一 些 轻 微 的 影

响；若归因于诚信，则必然调整对诚信的认识，进而

改变以后的诚信行为。

１　诚信认识及诚信行为的关系

诚信认识对诚信行为的发生起重要作用，但非

唯一的作用。在形成稳定的诚信认识之后，个体会

在诚信认识的直接指导下，形成诚信意志。一旦决

定做出诚信行为，则会进一步的实施诚信行为。因

此，诚信认识可以视为诚信行为的前提及决定性的

因素。但诚信认识绝非唯一影响因素，诚信行为还

会受到利益预期的影响。人的意志过程主要是指人

们为了满足某种需要，在一定外因的激励下，自觉的

确定目标，克服内部及外部的困难，并力求实现既定

目标的心理活动。人的意志行为也是有目标的，也

就是说为了达到某种预期的利益而行动。在形成主

要的意志行动时，为了接近及回避某一目标，极有可

能会出现各种的冲突，这些冲突的利益以及比较权

衡结果往往是作为行为发生的决策因素。当然，具

体影响诚信行为还有其它的一些因素，如外部条件

和内部准备。以及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的影响，自私

自利的膨胀，以及众多的不诚信行为所导致的不良

社会影响等。

２　我国大学生失信现象的表现

从整体情况来看，我国当代大学生的品质是好

的，大多数 学 生 本 性 都 是 真 诚 善 良 且 言 而 有 信 的。

但是在少数大学生群体中“信用缺失”的现象在一定

程度上已是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事情，并且有逐步

蔓延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的几个方面：首先，大
学生考试作弊现象非常严重。２００８年，某高校专门

进行过问卷调查，有超过３２％的学生认为作弊很普

遍，有４．２％的 学 生 认 为 通 过 作 弊 取 得 好 成 绩 是 一

种捷径。２００４年，因 考 试 作 弊，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九名研究生被勒令退学。在外语ＣＥＴ考试、毕业论

文的写作中雇佣“枪手”等现象在大学校园也屡屡发



生。有的学生错误地认为“别人都作弊，我如果不作

弊的话，就会吃亏”。第二，大学生诚实守信的意识

非常淡薄。我国自１９９９年开始实施国家 贷 款。以

资助经济贫 困 的 学 生 能 顺 利 的 完 成 大 学 阶 段 的 学

业。大学生要以自己的身份、人格及信誉为担保，这
是一种完全意义的信用贷款。然而，这种有益的助

学贷款，却 被 一 些 不 讲 信 用 的 学 生 给 抹 上 了 阴 影。
根据调查显示，北京个人消费贷款中，不按时还贷的

比例低 于１％。但 是 自２０１０年 开 始，工 商 银 行 有

１０００多名毕业生相继进入了还款期，一年之后仍然

有超过１００人 未 还 款，占 总 数 的 将 近１０％。《文 汇

报》也曾载文报道：对某大学申请助学贷款学生的调

查，２９．７％的学生对个人诚信制度不了解，有近两成

的学生对还贷并不关心。无独有偶，广东省有的高

校违约率也超过四分之一。这些问题反映出部分学

生的信用意识淡薄［２］。

３　大学生失信现象的原因分析

３．１　大学生诚信品德的缺失与社会大环境有关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

过程当中，由于一些体制的原因以及道德体系尚未

建立起来，社会生活当中失信现象非常严重。政治

生活中，政府官员为了个人的升迁，欺上瞒下、制造

假学历、编造假数字、捏造假政绩。经济生活当中，
假冒商品充 斥 着 市 场，并 且 企 业 的 财 务 失 真，做 假

账、逃避银行债务、合同违约、商业欺诈等行为屡见

不鲜。并且在执法的过程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违法难究等多个问题的存在，守信者没有得到应有

的鼓励和收益，而失信者却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谴责

和惩罚，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社会成员当中唯利是

图的意识以及急功近利的心理，这对大学生产生了

较为严重的不良影响。

３．２　大学生的诚信与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一方面，有些家长在工作和日常生活当中存在

的诚信缺失对子女产生潜移默化的不利影响，此种

影响甚至可以抵消教师对学生开展的诚信教育所能

起的作用。另一方面，许多家长在子女的教育过程

中，只重视学习成绩的好坏，而往往忽略了对子女行

为的矫正，对孩子发生的诸如抄袭作业，考试作弊，
说谎等不良行为都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有的家庭

意识到了诚信教育的重要性，但是方法不当，这对大

学生品质的培养也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３．３　学校教育对大学生的诚信品德的影响巨大

首先是学校德育较为简单化、一般化，忽视对个

体道德的培养。许多学校德育教学的实效性不强，
教育的现实与期望吻合程度非常低。当前，教育所

面临的 最 大 问 题 就 是 教 师 只 管“教”，不 管“育”。
“教”只是单纯的传授知识，“育”则是要培养全面而

健全的人 格。由 此 在 道 德 的 教 育 上 出 现 了 两 条 道

路，即教育只管“知”，不管“行”，不能做到知行合一；
教育只教育知识，不对情感进行教育，不能有效的做

到知情合一。其次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存在将认知

当作行为 的 偏 差。诚 信 本 质 上 是 认 知 和 行 为 的 统

一。而道德认知往往要先通过内化成为道德情感，
然后才能外化成为道德行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存在

着许多的影响因素，因此，在道德认知及道德行为间

不能简单划等号［３］。

４　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途径

４．１　加大学校的诚信教育内容，逐步来增强大学生

的诚信意识

　　充分发挥学校教学教育的作用，在教学中加大

诚信教育的内容。特别是“两课”教育。“两课”作为

对大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渠道，在提高大学

生群体理想信念、政治理论水平等方面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针对大学生诚信缺失的现象，在教学

中，要处理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基本道德素质教

育之间的关系。同时，在能够保证完整的理论教学

及内容的前提下，要适当的增加诚信教学的内容的

比重，如果有需求，也可以独立开设相关的课程，通

过教学的实践活动，来提高大学生群体的诚信意识。

４．２　诚信教育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社会实践是能够有效培养大学生道德品质的大

熔炉，也是增强大学生道德评价和道德修养的有效

途径。只有把理论教育渗透到大学生日常行为及社

会实践的活动当中，循序渐进的培养大学生诚信观

念，让大学生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深刻认识到诚实守

信对于公民的重要性，才能够保证诚信在其思想深

处的“固化”以及教育效果能够长久作用。

４．３　加强制度的约束机制

在当前的整体社会环境下，单纯的依靠教育手

段实现对大 学 生 教 育 的 效 果 及 目 的 是 远 远 不 能 够

的，只有将教育引导和制度约束进行有机结合，才能

最大程度上取得诚信教育的效果。

５　结束语

大学生的诚信问题已经成为社会上普遍关注的

问题，大学 生 的 诚 信 直 接 关 系 到 高 等 教 育 的 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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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对大学生诚信的培养，为社会 培养合格的高素质人才。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
ＤＯＮＧ　Ｃｕｉ

（Ｅ　Ｚｈｏ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　Ｚｈｏｕ　Ｈｕｂｅｉ　４３６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ｆａｉｔｈ　ａｒ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ｌａｗ　ａｒｅａ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ｅｔｈｉｃ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ｌｅｇ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ｂｕｔ　ｌｅｓ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ｌｅｖ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ｉｔ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ｅｐｔｈ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ｆｏｃｕ－
ｓｅｓ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ｅｄｉｔ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　ｓｏｍ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Ｃｒｅｄｉｂｉｌｉｔｙ；Ｓｏｃｉｅｔｙ

参　考　文　献

［１］　段鑫星等大学生思想道德状况的调查分析［Ｊ］．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２）：２７．
［２］　谈洁．南京航大研究生被责令退学［Ｎ］．北京青年报，２００４－０２－２４（９）．
［３］　陆锦冲，等．太学生考试作弊现象与高等教育的诚信重建［Ｊ］．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２（５）：３９．

（上接第２９页）
利性，但是学 生 毕 竟 没 有 深 入 社 会，思 想 还 比 较 单

纯，学生党员教育工作的开展是能够克服重重困难

的，学校应该重视党员的教育管理工作，无论是在管

理制度上，还 是 在 教 育 队 伍 建 设 上，都 应 该 更 上 一

步，为国家培 养 更 多 合 格 的 党 员，充 实 国 家 的 党 员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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