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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诚信缺失的心理分析及对策 

南方医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心理学教研室   肖  蓉 

 

    在校大学生正当青年，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尚未定型，在此时期正是他们思索道德问题的

关键时期：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我要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作为判断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准则？他

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也是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因此，在大学校园里开展和加强诚信教育，

对大学生道德素质的培养是十分必要，也是切实可行的。本文试从心理上对大学生诚信缺失进行初步的分

析，为大学生诚信教育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无知心理 

    长期以来，我国传统教育都是强调应试教育，而忽略了对学生德育的评价，诚信教育也相对弱化，学

生奉行“唯有读书高”的观念，忽略了对自身道德素质的培养和提高，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尽

管他们很多可以从字面上对“诚信”一词作出很好的解释，然而他们对诚信所具备的道德内涵，诚信在社

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意义，诚信对个人人格的影响却缺乏正确的认识。表现出一种无知心理，某大学调查大

学生“对诚信含义的理解”，竟然有68.2 %的大学生表示“只能意会，不能明确理解其含义”；还有5.6%

的大学生表示“不理解诚信的真正含义”。这说明绝大多数的学生仍需要加强诚信知识的教育。这种对诚

信的无知心理进一步导致他们在行为上的缺乏对自我的约束，从而出现各种不诚信的行为。 

    克服诚信建设中的无知心理，关键在于对诚信的教育。诚信作为道德品质中的一种，并非是与生俱来

的。道德作为人们共同生活及行为的准则和规范同人类其他的知识一样，也需要通过教育或其他渠道进行

传授；道德的教育往往需要贯穿人的一生，从稍一懂事的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以至社会教育。个体对诚

信的认识也是需要有效的教育手段和措施来加以强化的。只有通过有效的诚信教育才能使每一个个体在内

心播下诚信的种子，并在社会风尚和主流价值观念的倡导下形成起稳定的诚信意识，才能将诚信作为自己

发自内心的理念，认识到作为一个社会上的人必须讲诚信，不讲诚信不行，哪怕讲诚信可能会让你眼前吃

亏受损。 

    因此，针对大学生对诚信的无知心理，高校应加强诚信教育，采取各种手段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

动，如发倡议书，开展讲座以及通过校报、广播台，网站等宣传阵地，倡导树立良好的诚信行为和规范，

并结合一定的社会实践，使每一个大学生明白诚信的内涵，诚信对个人人格完善，道德完善及个人成长的

意义，明白诚信对国家社会发展的意义，在积极有效的诚信教育氛围下，可促使大学生在内心树立起诚信

价值观。 



    二、从众心理 

    据某大学的一份有关诚信调查的报告显示，逾半数的大学生认为自己诚信的丧失是从众心理所致。 

    从众心理是人类的一个思维定式。许多时候，大家在明知一件事情是不正当甚至违法的时候，一个人

可能不会去做，但是如果一群人中有人已经做了，并且在当时只能看到得益而没有产生相应后果的时候，

从众定式就会使人们产生非理性思维，产生法不责众的心理，从而出现集体的越轨行为。校园里的作弊风

气，代人签到，弄虚作假等等很多非诚信的行为也是通过大学生之间的互动、模仿、感染而产生的。 

    诚信缺失的从众心理和从众行为侧面反映了一部分大学生自我意识弱化，独立性较差，缺乏个体倾向

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没有以冷静的头脑来明辨是非，随波逐流地跟着别人走。尤其是考场作弊

从众者更为明显，考试不作弊的学生反而被讥笑为“傻瓜”。在这种不良的从众心理影响下，大学生无法

形成积极健康的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一旦失去了这种从众的氛围，就会很容易不知所措，找不到自己

努力的方向。 

    大学校园的从众心理，既有积极方面，又有消极方面。就诚信的角度看，如果诚信意识没有得到有效

的宣扬，缺乏有力的规章制度约束非诚信行为，就可能使这种非诚信行为成为一种从众行为，造成不良的

道德风气；如果大多数人都重视诚信，这对那些个别不重视诚信的人会产生一种无形的压力，迫使他也对

诚信重视起来。在良好的诚信氛围下形成良好的从众心理效应。我们通常所说的：跟着好人学好，跟着坏

人学坏。实际上就是从众心理效应所产生的双重效应。要克服诚信建设中从众心理的消极作用关键在于对

诚信的管理，需要制定一整套的规章制度，制订完善的诚信考核体系，有健全的约束处分机制，从而使大

学生对不诚信的后果产生高度的重视。要正确引导利用从众心理积极的作用，就需要学校领导和有关职能

管理部门真正承担起管理者的责任，身体力行，令行禁止，不让第一个“闯红灯”的人坦然而去，可能就

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君子可欺以其方”，诚信风气建造难，崩塌易，少数人钻空子得了利，可诱使

更多的人学他们的样，诚信风尚很快会垮下去。因此，无论大学生从众的心理依于什么原因，我们必须利

用从众心理的积极影响，防止其消极作用，这对培养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可更有效地

改善不良的校园风气，培养大学生良好的道德意识。有利于今后个人和社会的发展需要。 

     三、侥幸心理 

     很多大学生虽然在主观意向上觉得诚信很重要，明白诚信的意义和价值，应该以诚信待人处事，但

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选择了不诚信。如在考试中为了获取高分不惜作弊，求职中为了能脱颖而出，夸大简

历、伪造获奖，虽然知道替人签到、迟到旷课，作业、论文抄袭等是不对的，但仍有不少同学明知故犯，

将规章制度置于脑后，这种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存在着侥幸心理。希望侥幸不被发现，而获得想要

的成绩或利益。侥幸心理是一种非常不健康的心理。它常常使人做出不正确的判断，错误地估计形势，产

生各种消极的心理暗示，在不知不觉中，其诚信道德价值观发生了蜕变，从而迷失方向，误入歧途。 

    侥幸心理对我们大学生的诚信意识具有很强的腐蚀性和传染性，侥幸心理的存在，一方面有个体的原

因，但更多的与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有关，如果那些偶然违反了规定的人没有受到应得的惩罚，或者是所

受的处罚低于其所获得的利益，让侥幸者占有便宜，那么，大学生当中心怀侥幸者就会越来越多，就会禁

而不止。会把侥幸当幸运，使他们的诚信意识在侥幸中荡然无存。 

    克服侥幸心理的关键在于诚信成本的设立。维护诚信，是需要一定的成本的，但是，违背诚信，更需

要违背者付出更多的成本，要克服侥幸心理在诚信建设中的存在，就需要学校在诚信建设创建一个严厉

的，高成本的道德环境，要有严厉的打击措施，使那些违反了诚信，弄虚作假的人为他的非诚信行为付出

应付的代价，如果打击不力，违规者付出的代价太小，有侥幸心理的人就会屡禁不止。诚信价值万金，它

的成本是诚信环境建设中的一把尺子，只有诚信成本高了，才可能使怀有侥幸的非诚信行为令行禁止。令

怀有侥幸心理者望而却步。使非诚信行为得以约束和控制。 

     四、逆反心理 

     年青人，由于其心理上的不成熟，常常会对现有的社会道德规范或主流价值观抱有一定的逆反心

理，他们血气方刚，无所顾忌，有些人故意将社会中的某些道德规范加以违反、嘲弄和奚落，将违反道德

的意识和举动故意做得很张扬，以引人注目；有些人对符合道德的现象故意加以嘲弄和羞辱，以表明自己

向道德的挑战。此外，社会或校园里的一些不公正现象有时也会引发大学生不道德甚至故意出现违反道德

的行为，诚信行为作为道德规范当中的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他们的这种逆反心理的影响。 

    要改变大学生当中所存在的逆反心理，一方面可通过教育来促进他们心理上的成熟，但单纯的教育和

严格的管理并不一定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有时候，“拳头加棍棒”的惩罚措施所起到的效果可能会适得其



反，要消除大学生当中所存在的逆反心理，需要有细致耐心引导，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良好的道德示范环

境，因此，要克服大学生在诚信建设中的逆反心理，关键在于师长前辈的诚信示范作用。古人云：“其身

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明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校园风气，好的教职员工形象才

能增强诚信教育的感召力。如果学校教师都不讲诚信，以权谋私，处事不公，那么还有什么资格对学生侈

谈道德诚信，甚至谴责他们的非诚信行为呢? 

    因此，在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的同时，也应该在教职员工中大力倡导诚信环境建设，每一位老师都应

坚持诚信为本、操守为重，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诚信意识，用自己的高尚人格去感化学生，促进他们的成

长，使学生能置身于良好的诚信道德环境中，对大学生的成长和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持续的、潜移默化的影

响。在高校，老师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为人师表”、“身教重于言教”比喋喋不休的说教更有说

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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