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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诚信教育模式和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以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为例

冒晓东!陈
!

靓!杨亚琼
!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教学事务中心$浙江安吉

!%!!$%

#

摘
!

要!自从浙江科技学院安吉校区建成以来$学校依据高校培养社会主义人才目标要求$特别注重大学生诚信
价值观的养成教育$推出系列举措$以多样化诚信教育活动为载体$做好诚信教育工作节点的管理工作%学校制
定多项诚信激励检验制度$坚持以诚信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逐步形成校区诚信文化)诚信价值观培养模
式和诚信教育体系$从而为培养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出一条有效途径%

关键词!育人载体*育人文化*培养模式*诚信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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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月$浙江科技学院!以下简称浙科院#安吉新校区建成投入使用$

#

年来新校区坚持改革创
新)实践探索和不断总结$明确了教育教学改革'试验田()服务地方'桥头堡(和国际化办学'金名片(的校
区功能定位*校区坚守崇德)尚用)求真)创新校训$建设现代化)国际化)生态化)高雅化'四化(校园$培育
无早餐教室)无游戏寝室)无手机课堂)无作弊考场'四无(学子%把'四化四无(作为校区建设和育人目标
既是办学理念$也对管理工作提出了高要求$特别是'四无(中的'无作弊考场($对学生诚信价值观的养成
提出了极高要求+

%D"

,

%

>

!

高校诚信教育的意义
>A>

!

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中央高度重视$随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一系列重要
思想$制定出台了-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施意见.等指导性文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包含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和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目标准则$'诚信(是公民个人层面的目标准则之
一+

!DJ

,

$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
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大学生作为推动未来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作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学校探索和构建高校诚信教育模式$来全面加强大学生的
诚信教育$对诚信社会的建设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A?

!

贯彻"最诚信大学$办学理念的必然要求
高校诚信教育$需要来自社会)学校)家庭和学生自身各方面的力量$其中学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

主要场所$对大学生诚信品质的培养和良好诚信行为的养成有着重要作用%为贯彻实施'最诚信大学(的
办学理念$对大学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进行诚信教育是必不可少的%要营造大学诚信文化$让学生得到
诚信文化的熏陶$加强各项诚信活动管理$激励学生积极主动参与丰富的诚信活动$在活动中思考诚信)

践行诚信并接受诚信的检验$在活动中逐步自觉养成'诚信为学)诚信为人)诚信为事(的行为习惯$努力
成为最守诚信的大学生%

>A@

!

提高办学水平&提升大学生素质的客观需要
大学生要成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不仅要有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的身心素质$更要有良

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只有养成诚实守信的优良品格$大学生才能在未来得到长远的发展$而且学生坚守
诚信是取得真才实学的前提+

#DB

,

%考试作弊)论文抄袭)学术造假$将无法学到真知识)掌握真技能*骗取
资助)不按时还贷$个人信用将有不良记录*伪造求职履历)任意违约$将严重影响个人和毕业学校声
誉+

CDE

,

%高校肩负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
要使命$因此$学校要鼓励学生认真学习)诚信考试$以获得真知真智$坚持生活诚信)经济诚信)求职诚
信%学生最终走向社会服务社会$优良的诚信品质也将是获得企业欢迎的重要因素之一%学校提高诚信
教育目标要求$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自身综合素质$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办学水平$让学生获得真才实
学$使学校声誉得到提升$成为社会满意的高校%

?

!

载体管理模式和诚信教育体系的探索
教育教学改革应以实际客观条件)育人目标)社会需求为前提$浙科院面对新校区)新学生)新形势$

一方面可以在'一张白纸(上大有作为$把新校区作为教学改革的'试验田(*另一方面$由于异地办学$新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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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区可传承文化载体少)文化传承力量不够强)育人文化相对老校区稍显薄弱$亟需积淀可以传承的育人
文化$构建可以复制的管理模式%在此现实基础上$为落实高等教育的'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践行'崇德)

尚用)求真)创新(的校训$实现'无作弊考场(建设目标$校区拟以诚信教育为抓手$强化管理育人目标$深
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经过
#

年的探索与实践$浙科院已构建出可复制性)可传承性)可操作性强的诚信教育工作管理模
式$即把诚信教育活动作为实施诚信教育的载体$在期末等关键时间点$把开展诚信教育活动作为重要的
工作节点来抓$把动员和吸引学生参与诚信教育活动作为工作内容和要求$使每项诚信实践活动作为学
生实践和养成诚信品德的关键载体$使每项诚信教育活动作为引导和检验学生诚信意志的重要载体$总
结经验)形成理论)制定制度)执行规范$保障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通过工作节点和活动载体的有效管
理)合理把控)调研分析$逐步形成浙科院诚信育人模式和多样化育人载体$进一步形成校区育人文化氛围%

?A>

!

多时段开展育人活动推进诚信教育
浙科院诚信教育工作一直在路上$初心使命)目标任务很明确$即通过高校诚信教育把学生培养成最

守诚信的大学毕业生$我们在多个重要时段开展诚信育人活动$强化高校诚信教育活动管理$每学年重复
实施%

把诚信教育作为学校管理育人工作任务$把每个学期开学第一周)期末考试前一周)期末考试周作为
诚信教育工作的重要时段$设计和策划多项诚信活动%各项诚信活动围绕诚信育人目标$并作为诚信育
人载体多样化)有序化)规范化)制度化%通过不断探索和实践$诚信教育工作可理解为由多个诚信教育
活动管理工作的子节点构成的高校诚信教育育人工程$各工作子节点都给学生组织安排活动$开展诚信
教育的育人活动$各项诚信教育活动都是学生参与和接受诚信教育的载体%诚信育人文化特点体现在育
人载体的多样性)育人时间的规律性)育人对象的自律性%

将各项诚信育人活动的组织管理工作节点化$有序)有规律地组织开展和有效管理每项活动%通
过对各项活动时间)内容及形式的规划)设计和管理$组织推进诚信教育工作%工作节点时间规定了
开展活动的前后次序和时间段$内容及形式规划规定了活动开展的前后关系及条件$活动设计与管理
规定了开展活动的要求和目标%各活动元素环环相扣$各项举措有序推进$同时开展诚信宣传和调
研$及时了解各活动开展情况$通过管理工作规范活动开展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AD%$

,

*引导学生
主动参与到诚信教育活动中$接受诚信文化熏陶$受到诚信守诺)诚信自觉教育$养成诚信为人的
习惯%

将系列诚信教育教学活动)系列诚信实践检验活动都进行有序规划)细化执行和节点管理$制定系列
诚信育人管理制度并不断完善$最终形成一种诚信价值观育人模式$即将高校诚信教育细化为各项具体
的教育活动$把各项活动作为育人载体!图

%

#$加强各项活动的管理工作$将各项管理工作再做细化分析
并认真组织实施%安吉校区每学年定期举办系列诚信活动$每届学生都经过校区诚信文化的洗礼$在日
常生活)学习)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时时处处做到守诚信)自鉴定)成习惯%

图
>

!

诚信教育育人载体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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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诚信宣誓仪式
每年新生入学时$浙科院大力开展诚信宣传教育)营造诚信环境$使学生初步形成诚信意识$明确学

术诚信规范是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课题%入学后$以多项诚信活动为育人载体$引导学生树立诚
信意识$使学生坚定'诚信为学(思想$在期末考试前一周举行大学生学术诚信宣誓仪式$组织学生在师生
面前$庄重宣誓&'在校期间$坚守5崇德)尚用)求真)创新6的校训$不畏艰难)刻苦学习$努力成为优良校
风的维护者)道德行为的弘扬者)学术诚信的示范者(%通过这种宣誓仪式的严肃性与崇高性$让学生得
到心灵的洗礼$提醒学生时刻用诚信准则规范自身言行%

">%>"

!

期末诚信考场考试
自

"$%J

年起$浙科院在期末考试中实施无人监考的诚信考试%通过加强考前诚信考试宣传和考试
期间考风考纪巡查$确保诚信考试顺利进行$诚信考场采取网络巡考方式监考%诚信考试是对学生诚信
教育效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的检验$是对学生诚信意识的检阅%更重要的是$诚信考试也是一种诚信理
念培养方式$在无监考教师在场的情况下$诚信考试更加注重学生的内在道德约束和行为自律$学生能体
会到自己被尊重与信任$从而坚定诚信应考的信念$经受住诚信考验%

">%>!

!

阶段性诚信教育工作总结
浙科院每学年都要进行诚信教育情况调研$对诚信活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对'诚信在我心中(创意

作品比赛获奖学生)诚信主题班会活动获奖班级进行表彰$同时邀请师生思考诚信教育意义)讲述诚信教
育效果和解读诚信教育目标$并为诚信育人形式)方法和途径提供新的思路%每个学生在期末考试前也
要反思和自我鉴定一学期来是否履行了诚信承诺$如实填写诚信承诺书中诚信履行情况记录$并作为学
生档案留存$进一步坚定诚信为学)诚信为人)诚信为事的决心%

">%>J

!

毕业生学术诚信荣誉证书授予
浙科院给毕业生颁发学术诚信荣誉证书$奖励在校期间坚守学术诚信并主动申请荣誉证书的学生%

学生在入学第一学期学术诚信宣誓后领取诚信承诺书$以后每学期期末考试前自我鉴定一学期来是否履
行承诺$如果在校期间都能坚守学术诚信$毕业时就可申请将承诺书换领成诚信荣誉证书%这是对学术
诚信的一种自我肯定和激励机制%

?A?

!

以诚信活动为载体丰富诚信教育内容
">">%

!

'诚信在我心中(创意作品比赛
开展'诚信在我心中(创意作品比赛$要求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并有所思有所得%在创作的过程中$

鼓励学生主动思考何为'诚信($为什么要'诚信($如何才能'诚信($而且还要把对'诚信(的领悟用作品的
方式表达出来%引导学生用图片)视频)音频)书法)工艺品等形式展示自己的思考成果$通过创意作品比
赛的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度和荣誉感$展示优秀作品以加强交流和诚信宣传%

">">"

!

诚信主题班会活动
在每学期末举办的诚信主题班会上$通过集体活动的形式开展诚信活动$如演讲比赛)诚信游戏)情

景剧)诚信辩论赛)社会调查)诚信考试动员等%通过活动组织)活动参与)活动评比等形式$营造人人讲
诚信)守诚信的氛围$发挥班集体的组织力量促进学生逐步养成'诚信为人(的习惯%

">">!

!

'名人名家聊诚信(主题讲座
邀请企业)高校)社会上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来校区和学生一起聊诚信$从理论上分析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分析典故经典$提炼人生品位$正向引导学生正确分析和处理生活中的人和事$向榜样学习$做诚
实守信之人%

">">J

!

诚信主题特色活动
组织诚信教育活动$包括'诚信铸金(演讲比赛)'颂诚立信(朗读者比赛)'诚信爱心伞(活动)诚信生

活实践等%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打造诚信品牌特色活动$以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各种活动中
来$将教学活动)日常生活与诚信教育结合起来$为学生形成诚信习惯创造条件%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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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三位一体$诚信教育体系强化诚信教育过程管理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

着眼点$强化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

%%

,

%安吉校区经过诚信教育教学探索)诚信实践经验总结和
诚信育人制度完善$逐步形成了诚信教育教学机制)诚信实践检验机制和诚信制度保障机制'三位一体(

诚信教育体系%在诚信教育教学机制方面$开展了诚信作品比赛)诚信主题班会)诚信主题讲座)诚信作
品展示等一系列活动*在诚信实践检验机制方面$实施了诚信考场考试)诚信履行总结)诚信档案记录)诚
信荣誉授予等一系列措施*在诚信制度保障机制方面$出台了-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印发诚信考试规定!修
订#的通知.!浙科院教2

"$%C

3

JE

号#)-浙江科技学院考试违规认定与处理细则.!浙科院教2

"$%C

3

JC

号#)

-浙江科技学院学生学术诚信规范与管理办法!试行#.!浙科院教2

"$%C

3

"E

号#)-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听讲
座申请获得创新学分的规定.!教务处2

"$%#

3

%"

号#)-浙江科技学院关于印发诚信考试规定!试行#的通
知.!浙科院教2

"$%J

3

"!

号#等一系列规章制度%

'三位一体(诚信教育体系是一体化思考)组织和规范各项诚信教育活动$细化)优化各项诚信育
人工作的保障体系$也是诚信教育效果的保障体系%'三位一体(就是从教育教学引导)实践活动检验
和管理制度保障三个方面协同思考)设计和管理各项育人活动$增加各项活动要素之间的关联性)整
体性*在教育引导学生思考诚信的同时让学生用某种方式表达出来$并且通过制度正向鼓励和保障这
种良性循环%比如'诚信在我心中(创意作品比赛$引导学生思考并用作品表达诚信$同时在班会活动
中大家一起评论)推荐作品参加比赛%比赛获奖的学生除了获得奖品外$其获奖作品作为诚信考试氛
围营造和宣传诚信的宣传画$用于提示考生诚信应考%履行总结活动时对作品进行展示$对获奖学生
进行表彰%又如鼓励学生多听讲座$不仅只是听名人名家聊诚信讲座$其他增加知识开拓视野的讲
座)论坛和报告都鼓励去听$规定听讲座接受教育次数达到一定次数可以申请学分$而且是自己主动
申报%学校不断完善诚信教育保障制度$引导学生自觉践行诚信为学)为人)为事的要求$并且必要时
可用技术手段复查验证%

形成诚信教育教学机制$即通过诚信比赛)诚信班会)诚信讲座等$进行教育教学的引导和诚信文化
氛围的熏陶$让每个学生参与进来$从中受到诚信教育$从而思考诚信*搭建诚信实践检验平台$即通过诚
信考试)诚信总结)诚信鉴定等$让学生在学习生活中践行诚信$真正使诚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制定诚
信制度保障措施$即包括诚信档案制度)听讲座申请获得创新学分的规定)诚信荣誉授予)各项诚信考试
规定等$以制度保障诚信育人%'三位一体(诚信教育体系确保了各个诚信育人载体之间协同共振的育人
效果%

@

!

诚信教育实践成效
五年来$为了达到'教育引导$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教学育人要求$浙科院

坚持诚信育人工作$安吉校区诚信育人活动效果传递到小和山校区$学生学术诚信意识增强$求真问学氛
围浓厚$学生经受各类诚信行为检阅$也履行了学术诚信承诺%在校学生学习动力足)学习自觉性高)学
习氛围良好$践行诚信考场诚信考试%参与各项诚信教育活动的

"$%E

)

"$%A

届毕业生申请并获得浙江科
技学院学术诚信荣誉证书的达

"#"!

名%经统计$近两年浙科院参加考研升学录取人数及录取到双一流
高校读研人数$逐年明显增加!表

%

#%

"$%B

)

"$%C

届毕业生
"$%!

年以前入学$未全面接受过安吉校区诚
信文化熏陶$录取双一流高校就读研究生的人数较少)增速较慢$

"$%E

)

"$%A

届毕业生是
"$%J

年入学后
在安吉校区接受过系统诚信教育的学生$校园学风越来越好$

"$%A

届考研录取人数在
"$%E

届大幅增加
%E>BZ

的情况下再增长
%J>!Z

$录取双一流高校人数在
"$%E

届大幅增加
%J>BZ

的基础上再增加
"Ch#Z

$录取
AE#

)

"%%

高校人数在
"$%E

届增加
%E>#Z

的基础上再增加
%E>EZ

$录取
AE#

高校人数在
"$%E

届大幅增加
C$Z

的基础上还有
C>EZ

的增长%同时$毕业生受到社会欢迎和认可$

"$%A

届毕业生就
业率达

ACZ

%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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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毕业生考研录取情况
:4/'%>

!

97+72672:6'-

3

)+;(+706

P

+662*

3P

'67

3

)+;(+700*7)+*:00N+G2*+72'*

毕业生/届 录取人数 双一流高校录取人数
AE#

)

"%%

高校录取人数
AE#

高校录取人数
"$%B ""C CJ "E

"$%C "JC EA E% !$

"$%E "A! %$" AB #%

"$%A !!# %!$ %%J ##

B

!

结
!

语
浙科院诚信教育以诚信活动为诚信育人载体$以工作节点推动各项诚信活动实施的管理模式及'三

位一体(诚信教育体系的形成$有力地提高了学校社会主义价值观诚信教育水平%教育部本科教学质量
评估专家组组长给予了肯定&'学校重视对学生立德树人教育和学风建设$特别以诚信教育为抓手$构建
了一套诚信教育体系$其影响深远%(浙科院诚信教育模式和诚信教育体系为校区诚信文化传承)复制推
广及全面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探索了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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