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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大学生中推广诚信体系 
1.开展诚信教育，切实提高大学生诚信素质。在大学校园，诚信教育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以

思想品德修养课等形式进行的，由于大学教育长时期的封闭性，诚信教育显得较为抽象。但是近年来

随着信用贷款的进入校园，随着学术腐败的不断发生,广大教师、学生的信用便受到来自银行、用人单
位、科研单位、政府乃至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种条件下，诚信教育则显得具体而紧迫。因此我们

认为必须尽快在高校深入开展诚信教育，把诚实守信构成校园文化的重要特质。要强化诚信教育课程。

要提高大学生诚信素质，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培养大学生的事业心、责任感，平等竞争的意识，独立

自主人格和对规则的虔诚态度，这也是高校诚信教育的核心。建议在高校现有的课程体系中增加诚信

教育的有关内容。具体做法可以根据不同学校的专业特点实施不同的教育手段。根据我们的经验，把

有关道德教育的内容融入有关专业课程的讲授中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因此如有可能，应该在《思

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邓小平理论》等有关必修课程中强化诚信教育的有关内容。在

对广大教师的思想教育中，信用不仅是人民教师的根本素质，也是教师为人师表的前提条件。但是鉴

于教师工作的特点，对于广大教师的信用教育应着重落在信用自律教育上，把信用自律作为师德的重

要内核。高校还应充分发挥校园网在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网络道德，开发健康

积极的信息资源，使网络成为高校一个新的重要思想文化阵地。 
2.建立信用评判指标体系。诚信素质的培养，仅仅靠诚信教育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信用评价。

现在高校中学生作弊、抄袭作业、讲假话、偷自行车、校外租房等现象比较普遍，这些现象在很多学

生眼里根本不算羞耻的事。从现行的教育机制看，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因此高校必须营造信用环境和

信用机制，使得它能够约束高校师生的各种行为。将教师、学生在校期间各种带有纪律遵守、契约等

行为进行认真归纳分析，建立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在每学年对广大师生的信用指数进行评估，以其作

为教师科研奖惩、技术职务评定和学生评优、进行信用贷款等商业行为的主要依据。在当前条件下,
首先要在教师中杜绝学术抄袭、剽窃等腐败行为，对教师队伍及时进行清理；结合考风整顿等内容,
把时有发生却难以根本杜绝的学生作弊行为纳入信用评判体系,首先让考试作弊者失去信用。 
3.在广大师生中率先建立信用档案。分析社会日趋严重的信用危机现象，我们认为主要在于我们缺乏

完备的信用档案。虽然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建立信用档案尚有难度，但是在高校普遍建立

信用档案既有可能，也有必要。 
（摘自：《诚信教育——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课题》/中国大学生在线--思政评论频道） 

诚信教育应摒弃功利主义 
诚信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将其价值取向从功利主义转移到人文主义，从利益考量转移到人文诉求。

通俗一点说，就是教导青少年讲诚信，并不是为了维护与增加自己的利益，而是要尽到做人的本分。 
在一般情况下，不管做什么事情，不管后果如何，一个人都应该讲诚信。《中庸》中有关“诚”的

价值认识就是这个思想，所谓“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唯天下

至诚为能尽其性”。“诚”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心知性，率性“成人”。这就是从“成人”而不是“成事”

的角度来阐述诚信的价值，凸现了中国传统诚信教育的人文主义底蕴，对于今天的诚信教育颇有启发。 
随着对诚信教育价值的重新审视和表述，诚信教育的方法也应当更新。以往的诚信教育方法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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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德劝告”加“纪律规训”。一方面，教育者苦口婆心地告诉青少年学生要诚实不要撒谎，撒谎的

孩子不是好孩子，会长“长鼻子”或受到其他惩罚；另一方面，教育者会利用个人的或机构的权威对

那些已经查明不诚实的青少年学生进行惩罚，从实际后果方面证明道德劝告的正当性。 
这两方面的教育是有点效果的。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在家里，没有哪一个青少年不知道撒谎是不好

的，也没有哪一个青少年不知道撒谎一经查明是要受到处罚的。但这并不能使他们从根本上远离谎言。

原因一方面在于上述的消极后果不一定出现，另一方面还在于不正当的利益诉求。在这种情况下，如

果一个学生作弊被抓住了，他并不认为作弊本身不好，而是认为自己“倒霉”、“运气不好”。可以断言，

基于功利主义道德劝告诚信教育从方法上要改弦易辙。具体办法可以探索，总的方向是通过一些具体

的手段或途径去除诚信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彰显诚信教育中的人文主义。 
（摘自：石中英.《诚信教育应摒弃功利主义》/人民日报 2003.10.3） 

 

诚信是北师大办学精神的重要内容 
北京师范大学诞生于中华民族面临危难的时局和深重灾难之际。创办之初，学校的发展就和民族

的救亡和振兴密切相关。从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在每一次关系到国家命

运的重大关头，都有北师大师生为国家和民族辛劳奔波的身影。在诞生至今的一百多年历史中，学校

培育人才首重品德，品德之中，有以“诚”和“勤”最为重要。1915年，学校确立“诚实、勇敢、勤
勉、亲爱”的校训，对学生的办学态度、仪表和举止都有严格的要求，初步确立了学校的办学精神，

当时即在社会上赢得广泛声誉，此后学校的精神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升华，形成了“爱国进步、诚信质

朴、求真创新、为人师表”的优良办学传统和“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 
秉承以“爱国、勤勉、诚实、”为核心的办学精神，百年以来，北师大大师荟萃、人才辈出，学校

的办学精神成为吸引人才、培育人才的根本力量。以李大钊、鲁迅、梁启超、钱玄同、吴承仕、黎锦

熙、陈垣、范文澜、侯外庐、白寿彝、钟敬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名师先后在这里弘文励教。百年来，

北京师范大学培养了近 20万优秀师资和各类专门人才，为二十世纪中华民族的教育文化事业做出了卓
越贡献。 

“爱国、诚信、求真、创新”这些都是一流人才所应具有的基本品质，北师大培育人才同样以此

为基础，与此同时，根据自己的办学特色，又提出了“为人师表”的特别要求。学校坚持把优良办学

传统和校训的弘扬和实践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北师大师生始终把热爱祖国、追求

进步作为他们的崇高理想，作为教学科研的动力；把诚信待人、质朴立身作为重要的行为准则，作为

合格教师的道德标准；将求真创新作为鞭策自己的科学精神，作为恪守学术规则的集中体现；将为人

师表作为一生的自我追求，作为塑造教师社会形象的最佳指标，并且真正把这种精神内容作为一种基

本素质。北师大办学精神内容宽广，包含了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等方面的内容，这是在一百

年的艰辛历程中逐渐凝练形成的，是一流人才应该具备的优秀素质。正是有了办学精神的指引和熏陶，

北师大才能不断造就一流人才和名师大家，才能不断推动自身的发展，北师大办学精神也因此得以不

断延续、发扬。 
（摘自：《北师大办学精神与一流人才的培育》/学校党建思想教育.2004.3） 

 

学术诚信教育在美国诚 
美国是世界上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现有高校 4000 多所。各大学都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学

术诚信教育，特别是像哈佛、耶鲁这样的研究型大学，从本科生入校伊始就开始进行。在美国，学术

诚信教育(AcademicIntegrity Education)主要是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的： 
1、入学发放新生手册，签署学术诚信保证书。 
2、对教师进行指引和培训。 
3、开展多种活动进行宣传和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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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图书馆。 
5、重视调查和研究。 
6、及时应对新情况。 
7、将学生纳入学术共同体中。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入学时签署学术诚信保证书 
美国大学都制订有学生学术诚信条例。条例对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等学术不诚实行为，从定义、

表现形式到处罚规则和申辩程序，都做了详尽的规定。条例还规定了论文引用文献资源时所应遵循的

规范，并举例说明。上述条例均印制在新生手册中，在报到之际发给每一位新生。 
许多大学还建立了荣誉守则制度。新生入学时，都要求在荣誉守则上签名，做出学术诚实的保证。

一些大学甚至将此作为新生最终入学的条件。比如普林斯顿大学在新生报到时，会发给每位新生一封

信，告知如其署名，将视为已理解并信守荣誉守则的承诺；未签署此承诺书，则不得注册入学。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对教师进行指引和培训 
教师在引导学生遵守学术规范和对付学生舞弊这正反两方面，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芝加哥大学

认为，不仅需要对学生予以指引，对教师同样也需要予以指引。该校对新教师都要进行专门的职业培

训，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指导教师如何应对学生的舞弊。斯坦福大学鼓励教师在课堂上运用文件

夹教会学生如何进行研究和避免构成剽窃。达特茅斯学院则明文规定了教师的三项职责：持续地向学

生提供什么是学术诚信的指导；改善能够增强学生学术荣誉的程序和环境；经常性地审查荣誉守则的

执行效果。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利用互联网和图书馆进行诚信教育 
在美国，各大学一般都会将学生学术诚信条例、荣誉守则等规范放到本校主页上公布，以便教师

和学生随时查阅。 
大学图书馆在教育学生如何做到学术诚信方面，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芝加哥大学的图

书馆每年都要对新生进行如何正确引用文献的培训。对于教师，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则有专门的工作人

员，利用图书馆的资源为教师提供鉴别学生是否抄袭的帮助。此外，不少大学图书馆的主页上，都提

供了大量的文献和相关链接，指引学生如何避免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指导教师如何对学生进行学术

道德教育和识别舞弊。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开展多种活动进行宣传和教育 
针对很多学生不了解，甚至从未认真读过学术诚信条例的情况，宾夕法尼亚大学在每年秋季开学

之际，都会举行一次“学术诚信周”的活动，让每位新生在签署保证书的时候阅读学术诚信条例。阿

尔伯特大学也有一个名为“学术诚信周”的活动，该活动是由埃尔克丝教授发起的。“有些作弊学生并

不知道其行为构成了作弊”，埃尔克丝说，“虽然制订了很多规范或准则，但学生并不能很好地理解它

们，因此有必要对学生进行宣传和教育。”奥克敦社区学院则通过散发传单等形式，告诫学生作弊的危

害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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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重视调查、研究大学生作弊心理 
在科学研究方面，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历来就重视对大学生作弊行为的研究。其重点研究的问题，

主要集中于大学生作弊的心理，影响大学生作弊的相关因素，以及预防大学生作弊的措施等等。研究

获得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例如，研究发现，明确性比制度更为重要。如果一项制度存在模

糊之处，那么就可能诱使更多的作弊发生。因此，研究者建议校方应尽可能地消除这些模糊地带，明

确告诉学生什么是作弊以及作弊的学生如果被抓到会受到如何处理。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采取新措施应对新情况 
近年来，利用网络进行抄袭的行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对此，一些高校除了指导教师

利用专门从事鉴定某篇论文是否剽窃的网站(如 turnitin.com)和 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之外，还对学生
学术条例及时进行修订，明确规定互联网资源的引证规范。某些高校教师甚至让学生自己先到网上去

作鉴定，然后将鉴定结果连同论文一起交上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芬博士说，她实在痛恨看

到学生剽窃，不愿惩罚他们，“但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试验性的教育

方法改变了教师过去一贯所处的被动地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将学生纳入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不仅包括教师、学者，也包括学生，这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在美国，不少大

学教授都会在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大都会采取讨论的形式，让教授

也倾听一下学生的意见。各大学在制订荣誉守则时，也往往强调学生的参与。例如达特茅斯学院的荣

誉守则的原则，就是由学生于 1962年投票通过的。此外，许多荣誉守则制度都规定学生有检举作弊的
义务，并享有参与判定处罚的权利。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种方式成功之处在于，学生

比教师有更多发现作弊行为的机会，并且学生的参与强调了大学是学生和老师共同的团体这个信息。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重视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 
重视学术道德教育，不仅关乎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也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推动学术创新的重

要保证。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这其中就包括为大学自

身培养和储备一流的教师资源，以使大学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下去。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

(Rudenstine)认为，“学生是处于实习阶段的学者和研究者”。在这一阶段，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各种知识
和理论，而且要教会他们做到学术诚实。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活指南》上面，用加大加粗的字体这

样写道：“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者

观点化为己有——即所谓剽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制止和减少剽窃，更重要的是捍卫独立思想这一大

学理念，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氛围。这种健康的学术氛围，无疑会有助于学生养成独立和创新的精神，

并为他们日后的工作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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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调查、研究大学生作弊心理 
在科学研究方面，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历来就重视对大学生作弊行为的研究。其重点研究的问题，

主要集中于大学生作弊的心理，影响大学生作弊的相关因素，以及预防大学生作弊的措施等等。研究

获得了一些非常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例如，研究发现，明确性比制度更为重要。如果一项制度存在模

糊之处，那么就可能诱使更多的作弊发生。因此，研究者建议校方应尽可能地消除这些模糊地带，明

确告诉学生什么是作弊以及作弊的学生如果被抓到会受到如何处理。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采取新措施应对新情况 
近年来，利用网络进行抄袭的行为，在美国大学校园里悄然兴起。对此，一些高校除了指导教师

利用专门从事鉴定某篇论文是否剽窃的网站(如 turnitin.com)和 Google这样的搜索引擎之外，还对学生
学术条例及时进行修订，明确规定互联网资源的引证规范。某些高校教师甚至让学生自己先到网上去

作鉴定，然后将鉴定结果连同论文一起交上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史蒂芬博士说，她实在痛恨看

到学生剽窃，不愿惩罚他们，“但也希望他们知道我们正在注意他们的一举一动”。这种试验性的教育

方法改变了教师过去一贯所处的被动地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将学生纳入学术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不仅包括教师、学者，也包括学生，这是美国大学的一个重要理念。在美国，不少大

学教授都会在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进行学术道德方面的教育，这种教育大都会采取讨论的形式，让教授

也倾听一下学生的意见。各大学在制订荣誉守则时，也往往强调学生的参与。例如达特茅斯学院的荣

誉守则的原则，就是由学生于 1962年投票通过的。此外，许多荣誉守则制度都规定学生有检举作弊的
义务，并享有参与判定处罚的权利。这种做法已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这种方式成功之处在于，学生

比教师有更多发现作弊行为的机会，并且学生的参与强调了大学是学生和老师共同的团体这个信息。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重视高校学生的学术道德教育 
重视学术道德教育，不仅关乎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也是发展我国高等教育，推动学术创新的重

要保证。大学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知识或形成新思想的人，这其中就包括为大学自

身培养和储备一流的教师资源，以使大学能够不断延续和发展下去。哈佛大学荣誉校长陆登庭教授

(Rudenstine)认为，“学生是处于实习阶段的学者和研究者”。在这一阶段，不仅要向学生传授各种知识
和理论，而且要教会他们做到学术诚实。在哈佛大学的《学习生活指南》上面，用加大加粗的字体这

样写道：“独立思想是美国学界的最高价值。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以最严肃的态度反对把他人的著作或者

观点化为己有——即所谓剽窃。”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制止和减少剽窃，更重要的是捍卫独立思想这一大

学理念，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氛围。这种健康的学术氛围，无疑会有助于学生养成独立和创新的精神，

并为他们日后的工作和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 
（摘自：《美国高校学术诚信教育及启示》/中国教育报，2003.12.20.第 4版） 

 

 
 

 

mailto:E-mail:change@jstu.edu.cn


 
编辑者：  常娥 、尚捷      联系电话：6999704（89704）  E-mail:change@jstu.edu.cn 共 6页  第 6页 

 

 

mailto:E-mail:change@js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