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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信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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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个人立身之本，更是社会

和谐发展的基石。然而，在当今社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信息技术的普及，一些大学生在面临学业、就

业、社交等压力时，出现了诚信缺失的现象。因此，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教育资源，对当代大学

生进行诚信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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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最根本、最耀眼的伦理范畴和取向，是以孔子为代

表的儒家思想文化的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向来对中华传

统节日和中华传统文化十分重视，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时代价值概括为“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

义、尚和合、求大同”六个方面。其中，“守诚信”是

一个道德范畴，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是日常行

为的诚实和正式交流的信用的合称。它泛指待人处事真

诚、老实、讲信誉，一诺千金。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它已传承数千年，被视为为人处世之本，是为人

之德的核心。诚信不仅本身是一种道德操守，也是孕育

其他道德品质的基础。正如孔子所说“言必信，行必果”

即人无信不立。因此“诚”是儒家为人之道的中心思想，

立身处世，当以诚信为本。宋代理学家朱熹认为：诚者，

真实无妄之谓。“诚”是一种美德。大学生作为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通过诚信教育，

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明确诚信是为人之本，

是立身处世的基石。这有助于大学生在复杂多变的社会

环境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底线，不为利益所诱

惑，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领文明之先风，做诚信

之表率。因此，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信教育意

义深远。

1 高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信教育的重要

意义

中华民族古老文明世代相传，诚信历来被人们称为

是“立人之本”、“立政之本”和“进德修业之本”。

高校作为高等教育的传播地，是文明与进步的代表，承

载历史重任。高校传播以诚信为基础的优良道德传统思

想，是其责任和使命，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古老文明

世代相传，使中华民族越来越繁荣兴旺。

一是高校加强诚信教育是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需要。诚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

过诚信教育，可以加深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

解和认同，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同时，诚信教

育还可以激发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意识，使

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工作，为中

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在《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格言》一书全国出版发行,江泽民主席为该书题

词:“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李岚清副总理为

该书所写的序中指出:“中华传统美德具有生生不息、

历久弥新的品质,是永不枯竭的道德教育资源在漫漫历

史长河中,中华传统美德铸造了我们民族的灵魂,成为

中华民族壮大的精神源泉”。因此,在加快推进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新阶段,我们更要大力提倡继承和弘

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二是高校加强诚信教育有利于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他们的诚信状况将

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通过诚信教育，可

以培养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们更加关注

社会公益事业，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同时，诚信教育还

可以增强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规则意识，使他们更加自

觉地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利

益。这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构建诚信、友善、

公正、法治的社会环境。

三是高校加强诚信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健康发展的

本质需要。高等教育阶段是大学生人生的黄金时期和重

大转折期，是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

键时期，对人一生的影响深远持久。高校是高素质人才

的发源地，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其中

最重要的就是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素质，

这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在思想政治素质中诚信品质是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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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内容，诚信是人的立足之本。当代大学生只有养成诚

实守信的优良品质，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具备健康人

格，才能为未来发展提供条件。所以，高校对人才的培

养，尤其是诚信教育的成果，是大学生健康发展的本质

要求。

2 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根据深入调查了解和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诚信危

机主要表现在诚信教育理念滞后、家庭诚信教育的缺乏

与社会诚信问题的负面影响、大学生对诚信教育自我认

知不足等方面。

2.1 诚信教育理念滞后

当前，部分高校在诚信教育方面仍停留在传统的道

德说教层面，缺乏与时俱进的教育理念。这种滞后性体

现在对诚信内涵的解读过于单一，往往局限于不撒谎、

不作弊等基本道德要求，而忽视了诚信在现代社会中的

复杂性和多元性。同时，教育理念未能充分融合现代信

息技术和全球化背景，导致教育内容与时代脱节，难以

引起大学生的共鸣和认同。具体表现两方面：一是诚信

教育内容不全面。诚信教育的内容往往侧重于道德规范

和行为准则的灌输，而忽视了对学生诚信价值观的培养

和诚信实践能力的锻炼。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和深度，

未能全面覆盖学术诚信、职业诚信、社会诚信等多个维

度，导致学生在面对具体情境时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和

选择。二是诚信教育方法单一。当前，诚信教育的方法

多以课堂讲授和理论灌输为主，缺乏实践性和互动性。

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

度，导致教育效果有限。此外，缺乏案例分析、角色扮

演、小组讨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手段，也使得教育过程显

得枯燥乏味，难以达到预期的教育目标。正式诚信教育

理念滞后，造成出现抄袭成风，蒙混过关、考试作弊，

屡禁不止、求职履历，掺水成风等现象吕增不减。

2.2 家庭诚信教育的缺乏与社会诚信问题的负面

影响

一方面，家庭是诚信教育的重要阵地，但现实中，

部分家庭在诚信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甚至存在负面示

范。家长的言行不一、对诚信的忽视或错误理解，都可

能对学生的诚信观念产生不良影响。家庭环境的缺失使

得学生在成长过程中缺乏正确的价值引导，难以形成坚

定的诚信信念。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

学术不端、商业欺诈、贪污腐败等，对大学生的诚信观

念产生了极大的冲击。这些负面事件不仅破坏了社会的

公平与正义，也削弱了大学生对诚信价值的认同和坚守。

在这种环境下，部分学生可能产生“诚信无用论”的错

误认识，进而放弃对诚信的追求。

2.3 大学生对诚信教育自我认知不足

在当今社会，诚信被视为个人品德和社会交往的基

本准则。然而，部分大学生在诚信教育的自我认知上存

在明显不足，这不仅影响了他们的个人发展，也对社会

的诚信体系构成了潜在威胁。部分大学生对诚信的认知

存在偏差，缺乏自我反思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例如出现

对诚信概念模糊、行为与理念脱节、考试作弊现象、学

术不端行为、忽视承诺与责任、伪造信息与资料、逃避

错误与责任、缺乏自我反省意识等现象。他们可能将诚

信视为一种外在的约束力量，而忽视了其内在的道德价

值。这种自我认知的不足使得学生在面对诱惑和挑战时

容易迷失方向，做出违背诚信的行为。

3 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的对策分析

面对当代大学生诚信教育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应

该回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信教育中寻找答案。例如儒

家思想强调“仁爱”、“礼义”、“诚信”等道德观念；

道家强调“道法自然”，认为诚信是自然法则的体现；

墨家则主张“兼爱非攻”，将诚信作为实现社会和谐的

重要手段。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诚

信教育的丰富内涵。以此为基础来开展大学生诚信教育。

通过加强校园诚信文化建设；加强诚信日常行为规范，

建立有效的诚信奖惩机制；加强学校家庭联动机制后，

明确家庭据诚信教育主体地位；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

我修养等方面来进行完善。

3.1 加强校园诚信文化建设，形成良好诚信教育环

境

校园文化是学校所具有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

诚信是大学生思想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良

好的校园诚信文化对于大学生的诚信教育及诚信意识

的形成和诚信行为的培养都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

应该利用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和目前新兴的多媒体平台

大力宣传诚信文化，引导学生用正确的诚信价值观把握

自身发展，为推进学校成信教育创造良好的奥论氛围。

同时，大力开展以诚信教育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自觉追求诚信。学校是文化的传

播地，为了让民族文化得到更广地映射，应当推动芦笙

民族活动进校园，实打实地将民族文化“送”进了校园，

“种”进了孩子们的心中。中华民族文化历史悠久，人

文积淀博大精深，展现了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而芦笙民

族艺术是一种集音乐、体育、文化、艺术为一体的一项

民族活动，是中华民族传承下来的优秀文化之一。活动

的开展，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使学生们切身感受到

了美的陶冶与熏陶，民族文化与校园紧密地结合在了一

起。我们期待，孩子们能到更大的舞台上将芦笙民族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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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发扬光大。

3.2 加强诚信日常行为规范，建立有效的诚信奖惩

机制

缺乏有效的失信惩成机制是导致部分学生失信的

主要原因，因此建立和健金必要的诚信奖惩机制对于加

强高校诚信教育是非常必要的。高校可以在学生入学时

为学生建立一份个人信用程案，参照一套有效的诚信考

核制度，并结合自我评价、同学互评、教师评价等量化

个人信用指标，最终将评价结果作为学生入党、申请助

学贷款、就业推荐的重要参考依据，使学生不断的完善

自我。教师的成长虽路漫漫，但有章可循：不同的学科

从不同的角度展示常规，就是将学校课堂常规工作进行

立体可视地呈现，抓规范，抓习惯。即教师要有计划，

有目标去做事，只有自己有好的习惯，才能抓好学生日

常的行为规范，才能帮学生养成良好的习惯，才能关注

每一位学生，让爱溢满学生的心扉。

3.3 加强学校家庭联动机制后，明确家庭居诚信教

育主体地位

在具体的诚信教育中仅有学校教育作用是不够的，

需要家庭教育的有力配合和大力支持以形成综合合作。

学校要创造条件与家长建立相应的联络机制，使家长了

解和掌握开效的思想动态配合学校做好学生诚信教育

在内的思想教育工作。学校和家庭双方要互通信息，及

时了解学生在校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统一思想，共

同教育学生。教师要向家长宣传正确的教育思想，对部

分家长在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上进行指导帮助。现在的

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一方面，不少长辈和父母过分溺

爱，他们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爱吃苦受累，禁不起

挫折的考验;另一方面，父母们普遍“望子成龙”“望

女成凤”，对孩子提出过高的要求，一旦未能达到目标，

就采取强制压服、粗暴专横的手段，导致孩子产生厌学

心理，甚至自暴自弃。这些教育方式，都违背了教育规

律，只有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

导，才能使儿童健康成长。所以，教师在联系家长的过

程中，要有针对性地向家长宣传正确的教育思想，使他

们树立正确的儿童观，让他们知道教育子女既要严格要

求，又要循循善诱，因材施教，在对孩子尊重信任的同

时还要做到以身作则。家长提高了自身修养，才会改善

家庭教育环境，调整好教育子女的方式方法，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才能统一结合起来。

4 结语

高校培养的人才，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更是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力量。因此，加

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与宣传，培养大学生的自

我教育和自我修养至关重要。例如，《礼记·中庸》特

别强调诚，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

学习《中庸》的“诚是诚乎善，而不是诚乎恶；信也是

信乎善，而不是信乎恶”的思想。明白善之意义和性质，

懂得善是需要积累和修炼的，从而善善恶恶，为善去恶，

扬善弃恶，进而达到诚信并形成诚信的美德。儒家思想

强调“仁爱”、“礼义”、“诚信”等道德观念，其中

诚信被视为道德行为的基础。孔子认为，“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强调了诚信对于个人品德的重要性。孟

子则进一步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诚”是天的运行法则，人就应当效法天道真实无妄的

品德，人们尊重天道，顺应天道，按照人的本性去生活，

使天然的德性化为人的自觉行为。因此，将诚信提升到

天道的层面，强调了其普遍性和必然性。大学生通过学

习和感悟，从而达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五个先后相继的步骤，从局部小事上下功

夫和由小而大、由微而显的积累，通过小事上择善巩固

而达到诚的目的，这对于培养大学生的自我教育和自我

修养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八册）[M].北

京：北京中华书局，1962.

[2]（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上、中、下），[M].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5.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于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大学生诚信意识研究[D].

暨南大学,2015.

[5]崔伊霞.传统文化中“诚信”价值理念探析[J].道德与文

明,2023,(01):169-176.

[6]卢勤勤.诚信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J].

西部学刊,2022,(10):101-104.

[7]马宏霞.美育与大学生诚信问题探讨[J].征信,2021,39

(09):77-80.

[8]林倩如.弘扬传统诚信价值观念,加强大学生诚信教育的

思考[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8(01):20-24.

基金项目：2024 年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基

于OBE理念的地方应用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的

研究与实践（2024JGB41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1.黄珊妹（1989—），女，壮族，广西田东人，

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研究。

2.林玲（1998—），女，汉族，广西贵港人，本科，教师，

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http://www.so.com/s?q=%E7%BB%9F%E4%B8%80%E6%80%9D%E6%83%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8%82%B2%E6%80%9D%E6%83%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D%90%E5%A5%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B%AC%E7%94%9F%E5%AD%90%E5%A5%B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95%BF%E8%BE%8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F%83%E7%90%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8%82%B2%E8%A7%84%E5%B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5%99%E8%82%B2%E8%A7%84%E5%BE%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4%BF%E7%AB%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A%AB%E5%BF%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7%8E%AF%E5%A2%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诚信教育对当代大学生的意义黄珊妹1 林玲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