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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教育引导对策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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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石油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抚顺１１３００１）

摘　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受市场经济等因素影响，大学生诚信受到了严峻挑战。基于考试诚信基本理
论，通过对辽宁省部分高校５００名大学生考试诚信状况调查，通过分析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表现及影响因素，提出构
建大学生考试诚信教育引导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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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是做人之本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大学生的诚信教育问题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的重要问题。在国内，刘俊喜、石国强（２００６）认为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在于大学生学习动机不纯，
学习目的不明确，为追逐名利进行作弊［１］。邵明（２００８）指出大学生存在功利与投机心理［２］。武剑

（２０１０）指出大学生考试观念错误，对考试本质认识不到位，存在“从众”考试作弊心理［３］。彭顺克

（２０１３）指出社会的不正之风促长了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４］。张祖明等（２０１０）指出，高校要加大考试诚
信信息公开力度，通过各种规章制度的制定，监督作弊行为和对作弊行为进行惩罚［５］。甘庆华（２０１１）
提出解决考试诚信缺失问题，学校、家庭、社会要通力合作，创造诚信环境［６］。关于具体诚信教育制度

建设，曾元源（２００８）指出，高校要建立诚信教育系统工程，包括诚信教育机制、诚信教育师资队伍、诚信
评价体系、诚信行为环境，加强高校诚信教育制度建设［７］。张艳玲（２００８）认为高校要建立大学生诚信
监督机制［８］。朱琳（２００８）指出，要建立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功能，增强“两
课”教学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实践性和成效［９］。国外学者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原则与方法进行了系

统研究。综上，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大学生考试诚信教育问题的研究还存在相关问题，国外关于诚信教

育的理念、诚信教育的方法对我国大学生诚信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１　当前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表现
１．１　考试作弊现象严重化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在高校，不论举行何种级别的考试，不论是期中、期末考试，还是全国性大型的

英语四、六级及计算机过级考试，都会不同程度出现作弊现象，且呈现日益严重化特点。以辽宁某高校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份的四、六级考试为例，发现作弊学生达８５例，学校根据相关规定进行了处罚，有的被开
除、有的被留校察看、有的给警告处分等，通过调查发现，他们希望通过作弊通过四、六级考试，为了理想

的工作或获得奖学金。

１．２　考试作弊主体多元化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目前大学生考试作弊主体呈现扩大化特征。例如在高校考试过程中，大学生考

试作弊涉及的人数日益增多，涉及作弊的学生不仅包括学生成绩不好的学生，还包括学习成绩好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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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其作弊目的在于通过作弊获得更好的学习成绩，以达到入党和获得奖学金的最基本条件。目前，大

学生考试作弊主体体现多元化趋势，作弊主体有学生、监考人员、考务人员，甚至还有社会人员等参与，

考试作弊主体呈现群体性特征，从单个考试作弊主体扩大到群体性作弊。例如２０１２年湖南省湘潭市考
研泄题事件，涉及多元化、团伙性考试作弊主体，损害了教育公平性和严肃性，案例令人警醒。

１．３　考试作弊设备专业化
通过对辽宁部分高校考试诚信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考试作弊设备呈现专业化特征。这些作弊

手段主要包括无线耳机、微型扫描笔、短信表、短信笔手表等，科技含量极高，提高了监考难度，同时，我

们甚至通过调研发现，这些作弊手段在淘宝网上公开销售，作弊学生可通过网站等购买到这些作弊工具

和作弊设备。

２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影响因素
２．１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社会因素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１）社会不诚信行为及传统重人情、面
子、关系观念影响。市场机制与竞争并存，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影响，社会不诚信行为像病毒一样渗透

到各行各业，造成整个社会所有行业的失信，高校作为社会的子系统，不可避免地出现不诚信问题，最典

型的就是考试作弊问题，愈演愈烈。其次是重人情、面子、关系的传统观念致使家庭和亲友关系无限膨

胀，形成人情高于一切，人际关系高于一切［１０］，体现在教育考试中就是托关系、走后门屡禁不止。２）社
会诚信法律制度缺失，使违法者逃避法律追究，降低了违法失信成本，助长了失信者的失信行为。

２．２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学校因素
高校作为育人之地，是造成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不可或缺的因素。１）缺乏科学合理诚信教育评价

激励机制。在应试教育体制下，成绩是决定高校大学生道德水平高低的标准，诚信教育评价机制不合

理，学生陷入过分追求分数的泥潭，身心向畸形发展；其次，缺乏监督机制与惩罚机制。对大学生的诚信

缺失行为不能及时发现和处罚，起不到警示警醒作用；激励机制的欠缺，不利于大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

自觉形成。２）缺乏生动贴切的诚信教育教学内容和丰富多样的诚信教育形式。当前，教学内容脱离实
际，未涉及大学生学业、就业、社会交往及大学生最关心的诚信问题；教学形式单一，注重传统填鸭式教

育，课程内容枯燥，教学效果不明显，成为学生成长的羁绊［１１］。

２．３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家庭因素
父母诚信缺失会潜移默化影响孩子。１）父母诚信缺失，缺乏对子女诚信品质的日常教育。父母对

素质教育认识具有片面性，一味地追求孩子的成绩，过分专注孩子的成绩，忽视了培养孩子的生活自理

能力及道德品质，在日常教育中，缺失对孩子道德品质、人际交往的教育，导致子女诚信缺失。２）与社
会、学校诚信教育相脱节，缺乏互动合作。当前，对大学生诚信教育缺乏，学校、社会与家庭的协调合作

尚未形成“社会－学校－家庭”互动合作机制，影响大学生诚信教育的成效。
２．４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自身因素

大学生的自身因素如何在一定程度也决定着其诚信态度。１）对作弊认知不到位和存在侥幸心理。
准确的作弊认知在考试诚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目前，大学生对考试作弊认知不到位，认为如果考试失

败，就对不起父母，前途暗淡，没有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同时对考试存在侥幸心理，对作弊后果认识不

清，总觉得作弊手段高明点，就不会被抓住，对作弊想当然。２）虚荣心理膨胀和同情心理滋生。调查发
现，有４０．４５％的学生作弊是为了获得较好的成绩、２９．４２％的学生为了入党、３０．１７％的学生认为法不
责众。

３　大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的“四位一体”教育引导对策
３．１　社会教育

对大学生考试诚信进行教育引导，必须发挥社会的教育引导作用。１）加大对失信行为的处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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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加大了对失信行为的惩处，提高失信成本，使失信主体望而生畏，达到警醒和惩戒失信行为目的。２）
营造社会诚信氛围，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要加大社会诚信教育的宣传力度，通过建立诚信奖惩

机制，激励和保障诚信者，处罚失信者，营造社会诚信氛围。３）建立社会诚信法律制度。社会诚信法律
制度有利于规范社会失信行为，将失信者绳之以法。

３．２　学校教育
高校对大学生考试诚信教育发挥着重要作用。１）建立科学的学校诚信教育评价激励机制。按照

考试要求，创新诚信考试工作思路，注重诚信缺失预防，建立考试作弊预防体系。２）建立完善的考试制
度。建立考试标准化考场，实行全程考场网上巡查和监控管理，设置多种考试方式，改进考试方式，实现

考试题型多样化，加强考试内容与实际的联系性。３）完善诚信教学内容和创新教育形式。教师要充分
利用思政课教学主渠道，通过对诚信教育理论的详细讲授，培养大学生的考试诚信意识和诚信观念，提

高道德理论素养。４）创新诚信教育形式。教师要通过“两课”教学加强诚信教育，结合市场经济运行规
则和对外开放理论，结合人际交往原则和公民道德规范，让学生在实践中理解诚信。

３．３　家庭教育
家庭对大学生诚信教育不可忽视，特别是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不可替代。１）发挥家长示范表率作

用。家庭成员要以身作则，讲诚信，实践诚信，为孩子树立诚信示范表率，培养孩子诚信意识，父母特别

是要重视孩子考试诚信品质的培养。２）选择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正确的家庭教育方式能有效增强
大学生考试诚信教育成效。家长要通过诚信行为示范法、有错必改法、身边小事教育法以及诚信交往引

导法，对孩子不诚信行为进行有效引导，培养诚信品质。３）建立“学校 －家庭”互动协作机制。父母要
关心孩子成长，与学校多沟通，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习与生活情况，在大学生诚信教育问题上与学校形

成“价值共识”，增强教育效果。

３．４　自我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考试诚信教育，学生自我教育不容忽视。１）树立明确的学习目标。明确的学习目标

有利于让大学生能正确对待学习，由“要我学”向“我要学”态度转变，自觉杜绝考试不诚信行为，提高学

习成绩，自觉杜绝考试作弊和不诚信行为。２）克服虚荣心理，提高自我修养。大学生要正确地对待社
会差别，个体存在差异性，大学生只有认识到自己的优缺点、才能客观认识自我、多维度和多角度评价自

我，克服虚荣心理，不追求虚名，克服不正常竞争。３）通过向身边道德模范学习提升综合素质。道德模
范对大学生考试诚信具有榜样作用。身边优秀的道德模范是大学生树立先进典型的榜样，他们的榜样

示范作用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考试诚信观，正确对待考试诚信缺失行为，提升大学生自身修养和

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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