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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诚信文明中的问题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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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文明不仅关乎个人道德品质，也是关乎社会传统美德和

社会秩序的品质，近年来诚信文明成为社会关注焦点。当前，青少年除

了诚信意识缺乏、诚信观念偏差外，还在学业考试、日常行为及人际关

系、经济支配和求职包装诸多方面问题明显。强化教师诚信形象；建立

诚信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探讨诚信评价途径，建立诚信档案；加强诚信

道德教育同时加强诚信的法制教育是培养青少年诚信文明、树立社会诚

信风气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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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诚信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传统，也是中华民族的道德传统。但现

实状况并不令人满意。南京高校研究生诚信状况调查结果表明：研究生

虽然具有较强的诚信意识，但却对整个社会的诚信态度感到失望。受调

查的学生中，3.1%的研究生有考试作弊的倾向；有1/4的学生并不抵触

在求职中改变自己的履历[i]。我国每年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达55亿

元，由于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造假造成的各种损失达2000亿元等，[ii]

此外，政治领域的虚报浮夸、社会领域的坑蒙拐骗以及学术界的抄袭之

风……显然，不仅仅是个体缺失诚信文明，社会诚信文明也不得不受关

注。2001年年颁布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把“诚信”作为公民道

德建设的目标和内容之一，党的十六大报告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都明确指出，要以“诚信”为

重点加强公民的思想道德建设。青少年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其诚信

状况，不仅影响着自身的心理素质发展，还关乎社会生活的秩序，关乎

民族和国家的希望。胡锦涛总书记强调，“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

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其中“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

耻”是“八荣八耻”内容之一。因此，当前加强对青少年诚信文明的指

导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一、诚信文明内涵 

 

“诚”于“信”作为伦理规范和道德标准，起初二者是分离的。

“诚”最早见于《左传》文公十八年，云“诚者，实也”。先秦就提出

了“神无常，享于克诚”，[iii]此时的“诚”指笃信鬼神。《周易》



讲“修辞立诚，所以居业也”，[iv]认为君子说话立论应该诚实不欺、

真实无妄，这样才能建功立业。孟子是一位对“诚信”有重要贡献的

人。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人之道也”，[v]他第一次明确地

提出了“诚”是道德之源和道德规范中最重要的基本原则。荀子把

“诚”从做人之道扩展到治世之道，认为“诚”乃“为政之本”。儒家

经典《礼记。大学》中，把“诚”作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条目之一。“诚”作为道德主体内修和外养

的关节点，被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信”字经儒家发展，逐渐摆脱

了宗教色彩，成为人际交往、国家外交的道德标准，如“民无信不

立”，“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老子恪守信德，“信者吾信之；不

信者，吾亦信之，德信”。[vi]墨家强调“志强智达，言信行果”。

[vii]唐代诚信思想在政治、文化等领域都有体现，《臣轨》下卷“诚

信章”说“凡人之情，莫不爱于诚信。诚信者，即其心易知”、“故君

臣不信，则国政不安。父子不信，则家道不睦。兄弟不信，则其亲情不

亲。朋友不信，则其交易绝。夫可以为始，可与为终者，其唯信乎。”

等。 

最先把“诚”和“信”连在一起的是《逸周书》提到“成年不尝，

信诚匡助，以辅殖财”[viii]“父子之间观其孝慈，兄弟之间观其友

和，君臣之间观其忠惠，乡党之间观其信诚”[ix]。这里的“信诚”其

实就是“诚信”之意。而最先提出“诚信”的是春秋时期政治家、法家

创始人管仲，他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x]，“好恶

形于心，百姓化于下；罚未行而民畏恐，赏未加而民劝勉，诚信之所期

也”11。 

综合上述，我们认为，诚信即诚实且守信，它既是根植于个体内部

的道德品质，也是在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与此一致的文明行为。它包括两

层含义：一是要以诚实取信于人；二是对他人和社会要给予信任。它是

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基础性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二、当前青少年诚信文明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青少年在诚信文明方面的主要问题，除了对思想观念上对诚信

本身理解不够，甚至理解偏差外，还主要表现在学业考试、日常行为及

人际关系、经济支配和求职包装等方面。 

（一）诚信观念方面 

青少年缺乏诚信意识，对诚信缺乏信念，对诚信倍感迷茫的状况比

较普遍，这一状况将直接影响青少年的诚信行为。据研究者对在校大学

生的诚信信念调查发现，低年级学生对诚信教育不以为然，不理解学校

为什么要开展诚信教育，一方面他们认为从小到大一直在谈诚信没有新

意，对诚信缺乏兴趣，另一方面认为讲诚信会吃亏。高年级大学生知道

诚信有必要，有现实意义，但对诚信教育的态度仍然是疑惑重重，特别

是毕业班学生，由于他们在社会实践、实习和毕业择业的过程中已初步

了解和接触社会，对社会上不诚信的现象了解更多，对诚信教育的效果

和作用有些持怀疑态度11。 



 

（二）学业及考试方面 

青少年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最明显的不诚信行为主要有：抄袭

作业、毕业论文（设计），在网上下载一些资料，东拼西凑，几个小时

就完整一篇“大作”，这在学多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已习以为常了。[xi]

有些没有按时按质完成作业的中小学生，临到上交时找来其他同学已经

做好的作业，一字不漏的抄袭下来，不是什么新鲜事；或者为了应付老

师检查，自己模仿或同学之间相互替代家长在家庭作业上签字。考试时

或以各种方式夹带纸条或者交头接耳传递信息；或者请“强手”代劳；

有的大学生还把内容提前写在考室的桌子上，考试时自己提前去坐那个

位置，更有甚者不惜使用最现代化的通讯工具，据2004年1月3日《扬子

晚报》报道，一项对南京七所高校的5000名在校大学生的调查表明，近

一成的被调查者成人自己在考试中经常作弊，超过五成多的成人自己曾

经作弊。现代网络资源丰富，靠“剪刀加浆糊”拼凑论文似乎已不时

髦，而是直接“复制”、“粘贴”或者干脆完整“下载”；引用他人观

点不加注释……这些现象表现形式多样，不胜枚举。 

（三）日常行为及人际关系方面 

青少年日常行为及人际关系中缺失诚信文明的表现主要有：上课迟

到或者早退；不遵守时间观念、言行不一；说谎；人际交往彼此防范和

猜忌，功利性强而虚情假意；为了自己的受表扬或评优不惜“请客吃

饭”拉关系等等。人际交往中不坦诚相待，虚情假意，彼此防范更为明

显。据调查，即使研究生对周围人的诚信状况也不满意。当问及“你觉

得你身边的人都很信任你吗”，只有47.1%的人有“被信任感”，另外

有35.9%的人表示“不确定”，还有17%的人认为不被信任。 

（四）经济支配方面 

青少年虚荣心、攀比之心、从众心理导致在他们在自己的经济可支

配范围内表现出不诚信现象。有的中小学生不顾家庭支付能力，追求时

尚，穿名牌，用品牌，或者以学校、老师等名义编造交班费等为借口向

家长要钱；拿到钱不用在学习上，而是请客、上网或抽烟、酗酒等。近

几年，大学生中在经济上的不诚信突出表现在恶意拖欠学费和助学贷款

及还贷上。一方面，有些学生通过虚假证明获取助学贷款机会，据2004

年《南方周末》报道，国内各商业暂停大学生的助学贷款一个重要原因

是该项贷款的不良贷款比率高达20%－40%，另一方面，大学生还贷违约

现象严重，有报道称部分大学生助学贷款到期还贷违约率超过20%，而

因此遭银行对其原所在高校被亮红牌并拒绝继续为这些高校的大学生贷

款。 

（五）求职包装方面 

大学生缺失诚信还表现在求职包装方面的求职履历上的“注水”；

工作实践经验的“无中生有”；英语等各种证书的“克隆”；就业协议

毁约等。据报道，某单位在收到的大学生求职自荐材料中，同一个班级

竟然有6位“学生会主席”。 

 

三、青少年诚信文明的养成对策 

 

导致青少年诚信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外部的原因，诸如社

 



会风气、家庭环境、学校教育，也有青少年内部的原因，如从众心理、

虚荣心、侥幸心理等等。加强青少年诚信教育和指导，培养青少年全面

的积极向上的心理素质，不仅要发展青少年的认知，形成关于诚信观念

和意识，还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强化教师诚信形象 

“亲其师而信其道”。教师具有良好的社会形象和很高的威信，青

少年与教师打交道的机会最频繁，教师的言谈举止，言传身教最能够被

青少年接受。所以，教师要做诚信的榜样，以身示范。具体来讲，教师

从日常生活小事做起，认真备课上课，不敷衍，上课不迟到、不早退；

遵纪守法，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不论是课堂上下，还是学校内外言

行一致，表里如一，不搞“双重甚至多种道德评价标准”；敢于直面自

己的错误和缺点，敢于自我暴露；不断学习进取，敢于接受新鲜事物和

新观念，科学客观分析社会现象；爱岗敬业而不满足现状；立足岗位尽

职尽责而胸怀大志。 

（二）建立诚信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目前社会比较关注对青少年的知识、技能等方面的评价，却对青少

年的诚信文明评价关注不够。青少年的诚信文明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的

依据和指南，大致可以分为学习、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助三个方面。学习

方面的诚信文明指标只要指表现在学习态度、完成作业或论文、参加考

试、对考试成绩等方面的行为；日常行为的诚信文明指标主要指与青少

年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表现：包括言行一致、不撒谎、不欺骗、守时、

遵纪守法等等；社会互助方面的诚信文明指标主要指青少年在参与社会

社会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商品交换、契约履行等方面的表现。每个项目

指标下可以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细化为多个项目，对照青少年的表现，可

以用赋分值的形式，也可以以A、B、C、D、E等级评定的形式予以评

价，这样就构成了青少年的诚信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当然，评价不同年

龄的青少年的诚信文明可以在三个方面有不同的侧重。比如，对小学生

的诚信文明评价应该侧重于前两个方面的指标，而对大学生的诚信文明

评价应该从三个方面全面评价。 

（三）探讨诚信评价途径，建立诚信档案 

从哪些方面评价青少年的诚信文明固然很重要，但是由谁来评价和

怎么评级青少年的诚信文明也不可轻视。青少年的年龄特点和他们的主

要任务决定了他们的主要生活轨迹：家庭、社区、学校。学校是青少年

的主要活动场所，所以，学校应该成为青少年诚信文明评价的主要发言

人。学校评价主要由比较了解学生情况的班主任承担。其次，与青少年

朝夕相处的同龄人的评价，主要由主要学生干部和学生代表组成评议小

组根据评价指标体系内容逐一进行评价。还有青少年本人对自己的诚信

的评价。当然，三方面的评价所占比例要适当，可以针对不同年龄阶段

有所不同。比如，小学生的诚信文明评价三方面比例可以为8:1:1，初

中生的诚信文明评价三方面比例可以为7:2:1，高中生的诚信文明评价

三方面比例可以为6:2:2，大学生的诚信文明评价三方面的比例可以

为：5:3:2。最后要对每个人的评价结果进行公示，确认学生对评价结

果没有异议，据此建立诚信档案，作为以后各项评优、选拔、就业等的



依据。 

（四）加强诚信道德教育同时加强诚信的法制教育 

诚信属于道德范畴，但由于诚信所引发的问题可能涉及到法律范

畴，尤其是近些年来表现突出的青年大学生助学还贷不诚信问题、不履

行或随意撕毁就业协议等问题。因此，学校除了加强诚信教育外，还要

通过开设法律基础课程，认识法律中关于诚信的规定，通过案例分析，

让青年大学生认识不诚信所带来的损失和自身所付出的代价，从内心里

真正认识到诚信不仅仅是个人的得失问题，也是关乎自身发展、关乎社

会和国家政治、经济稳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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