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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教育迷失了本心，异化为追名逐利的工具，诚信教育就会出现多维缺失，如人性关怀的缺

失、法制精神的缺失、思想引导的缺失、诚信环境的缺失等。我们必须重构诚信教育理念和模式，让教育

回归本心，使诚信成为人们内心的道德追求和立行于世的自我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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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１０月，一部泰国电影 《天才枪手》风

靡全亚洲，该影片改编自２０１４年轰动一时的ＳＡＴ
（Ｓｃｈｏｌａｓｔｉｃ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ｓｔ，学术能力评估测试，

是美国高中生进入美国大学的标准入学考试）亚洲

考场作弊案。这样一部小成本的教育影片，却在全

亚洲取得了票房和口碑齐飞的不俗表现，这与演员

的演技和影片的质量不无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影片

借助作弊话题，引发了人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这

些高分数、高智 商 的 作 弊 高 手 到 底 是 人 人 羡 慕 的

“天才”，还是让人不齿的 “枪手”？“天才”的陨落

到底是教育之过，还是现实逼迫？诚信了却被社会

“抛弃”了，还是不诚信才是处世之道？这些 问 题

拷问的是现实社会，拷问的是人性，更拷问的是教

育之本。“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是教育首先而且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党的十

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

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

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１］可见，德育在我国国民教育中处于中心地

位。作为德育主要内容的诚信教育的多维缺失，将

严重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平稳有序发展。

一、从教育本质看诚信教育之人性缺失与人本

回归

从 《天才枪手》这部影片中，我们看到泰国教

育与中国教育极其相似的一面，顶级教育就体现在

顶级的成绩上。整个学校、社会都表 现 出 对 高 分、

名校、出 国 留 学 的 极 度 渴 望，而 忽 略 了 教 育 的 本

质，最终导致 “天才”陨落，令人唏嘘不已。

教育具有教会人各种知识和技能并以此谋生的

功能，但是教育的本质是唤醒人自身所具有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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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能。德 国 存 在 主 义 哲 学 家 雅 斯 贝 尔 斯 （Ｋａｒｌ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Ｊａｓｐｅｒｓ）曾指出：教育关注的是如何最大

限度地调动和实现人的潜力，是人的灵魂的 教 育，

而非简单的知识堆积。［２］教育应该启发 受 教 育 者 的

思想、意志和灵魂，帮助他们完善人格，促进受教

育者身心全面和谐发展。诚信是一个人外在的自我

约束，也是一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是个体道德品

质的体现，是受教育者人格完善的重要一环，也是

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经济时代的 到 来，

使得教育这一 唤 醒 人 的 灵 魂、激 发 人 固 有 潜 力 的

“助推器”成为人们追名逐利的 “法宝”，教育逐渐

失去了对 “真 善 美”、对 “人 性”的 追 求 和 唤 醒，

变成了对分数、升学率、名校、奖学金、金钱等一

切物质欲望的追求和满足。这种缺失 “人性”的教

育，会导致更多的天才陨落，并最终制约社会的发

展和文明的进步。

教育要回归本心，就应该回归人本，以人为本

的教育理念宣扬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信

任人的人文精神。对受教育者更好的关爱就是在这

种人本教育氛围下进行的，分数、名利等不再是个

人、家庭、社会 追 求 的 唯 一 目 标，对 受 教 育 者 兴

趣、爱好、精神、意志、品质、理想信念等的培养

和塑造才是学校教育的根本目标。正如十九大报告

中指出的：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３］诚 信 教 育 只 有 在 这

种教育目标的指引下才可能有效开展，为国家、社

会培养有能力、有担当的青年一代。

二、从教育内涵看诚信教育之法制精神的缺失

与制度理性的回归

考试作弊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教育都面临的现实

问题，我国教育界也必然存在。 《中国青年报》曾

对２０００名大学生做了一个 调 查，结 果 显 示，仅 有

５４．３％的受访者认为大学生考试作弊是一种不诚信

的行为和表现。［４］现实生活中，仍 然 有 不 少 学 生 考

试作弊，因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证或者无法顺利毕

业的案例也时有发生。

诚信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中

国古人将诚信视为安身立命之本。“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是儒家传统德育教育的八个要求，子曰 “人

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荀子也讲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修身》），这些都

说明在中国传统诚信观中，诚信是做人的一种基本

品质，是一种自我约束的道德律例。统治者用这种

道德规范教化民众，违背这种道德律令的人，更多

的是受到良知和道义的谴责，而非法律的惩罚。这

种诚信观下，我国诚信教育主要用道德修养和道德

劝善的方式进行，很少使用规则教育、法律教育和

制度教育。这种 “温情脉脉”、说教浓厚的诚 信 教

育在熟人关系、重义轻利、重情感性的中国传统社

会中有其合理性和有效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

快速发展，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社会环境遭

到破坏，传统的依靠道德感、道德良心来维系的诚

信行为，在金钱和利益面前遭到严重破坏，而适应

市场经济的法制精神、法制文化和与之相匹配的法

律制度普遍缺失，造成 “破窗效应”，失信行 为 在

全社会越演越烈。社会上这种不诚信、不道德的风

气极大地影响了学生的诚信观念和诚信行为，导致

校园里考试作弊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增加

诚信教育中的法制文明教育，用法律的制度理性规

约失信行为势在必行。

波兰 社 会 学 家 什 托 姆 普 卡 （Ｐｉｏｔｒ　Ｓｚｔｏｍｐａｋ）

在其 《信任：一种社会学理论》中指出：建立在历

史和文化基础之上的信任，受到侵蚀和损害时，一

种稳定、透明和可预测的制度能够重建人与人之间

新的信任。［５］这种制度一般是由非正式 约 束 （如 道

德、禁忌、习惯、传统等约束 力）和 正 式 的 宪 法、

法律、法规所组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法律法规约束失信行为

是一种更理性的制度安排。这种制度理性的实施一

方面需要转变诚信观念，把基于熟人社会、仅有道

德内核的传统诚信观转变为一种平等、客观、理性

的，具有法制精神的现代诚信观。另一方面，要推

进诚信建设制度化。诚信教育既要重视诚信道德教

育，培育 “诚信”文化，又要重视相关的诚信法制

制度建设。当制度理性发挥作用时，诚信和失信行

为就有了 “边界”，一旦主体突破 “边界”，就会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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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法律惩罚。相对于诚信和失信行为的道德评判而

言，这种 制 度 规 约 的 边 界 更 清 楚，惩 处 力 度 更 量

化，更具有示范 性 和 可 操 作 性。早 在２０１４年，中

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就印发了 《关于推进诚

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提 出 要 加 强 社 会 信 用 体 系

建设，大力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只有建立和完善

诚信制度，诚信教育的效果才能持之以恒。

三、从教育惩处方式看诚信教育引导的缺失与

教罚并行的回归

影片中女主角小琳在第一次作弊被发现后就受

到了严厉处罚，失去了争夺出国留学奖学金名额的

资格，导致她最后为了金钱铤而走险去当 “枪手”。

剧中本来耿直、正义的男主人公，在被富二代设计

失去新加坡留学奖学金考试机会后，为了不让妈妈

受苦，为了圆出国梦，参与了这场集体作弊，中途

被发现，受到了开除学籍和永远无法参加出国考试

的毁灭性打击。作弊当事人承担作弊的严重后果当

然无可厚非，这个规则在全世界都通用。我国 《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最新修订案于２０１７年

９月１日正式实施，其中第五十二条 （四）规定了

五种考试作弊 行 为，学 校 可 以 给 予 开 除 学 籍 的 处

分。［６］影片中对男女主人公作弊后的处 罚 在 程 序 和

程度上并没有多大争议。但是，为什么影片能够引

起全社会的热 议 呢？ 因 为 作 弊 的 处 罚 看 似 公 平 公

正，实则没有说服力。学生作弊有非常现实的社会

原因，但是作弊的严重后果只由学生单方面 承 担，

那些诱惑、迫使学生不诚信、不道德甚至犯罪的家

长、教师、学校没有受到任何惩处，追求高分的应

试教育体制 和 用 学 习 追 逐 名 利 的 社 会 环 境 仍 然 存

在。那么，考 试 作 弊 还 是 不 作 弊 的 诚 信 “道 德 困

境”就仍然会留给学生来单独面对，这种教育现状

本身就是对诚信教育的背离和抹杀。如果惩处没有

使学生从内心深处认识到作弊行为是不道德和违法

的，作弊被罚只是被认为是一种小概率失误 事 件，

那么惩处的目的和意义就没有了。

教育需要 惩 处，但 是 要 时 刻 牢 记 惩 处 的 “初

心”，注意 惩 处 的 方 式、方 法，要 进 行 有 “温 度”

的惩 处 教 育。捷 克 教 育 家 夸 美 纽 斯 （Ｊｏｈｎ　Ａｍｏｓ

Ｃｏｍｅｎｉｕｓ）说过： “犯了错误的人应该受到惩罚，

但他们之所以受罚并非因为他们犯了过错……而是

为了要使他们不再犯错。”［７］惩处是让学生知道犯错

误应该承担责任，帮助他们检讨、规约自己，对自

我负责的一种辅助方式。因此，对学生失信行为进

行惩处时需要 注 意 三 点：一 是 惩 处 方 式 的 正 确 使

用。惩处要对事不对人，尊重学生人格，以爱心为

前提，有理有据，合理合法；要尽量给学生留有改

正的余地，否则一旦事情没有转圜的余地，惩处成

功了，教育却失败了。正如影片中男主角被学校开

除，出国无望之后，就彻底 “黑化”了，甚至要挟

女主角和他一起继续作弊、犯罪。二是教在先、罚

在后，教与罚并行。当下学生作弊行为普遍化、屡

禁不止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学生将作弊仅仅视作

一个普遍现象而非道德事件、违法事件，作弊在校

园中形成了一种 “亚文化”，即作弊文化，学 生 对

作弊这种不诚信行为的接受度和认同感提升，作弊

行为也随之增加。作弊等失信行为的存在首先是一

个客观认知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认

识上解决问题，失信行为还会继续存在。因此，高

校应通过诚信教育，让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到诚实守

信是做人的底线，从根本上杜绝失信行为。高校还

应通过人文教育拓宽学生的眼界，提高学生的思想

境界，使他们不再把考高分、拿奖学金、评优、出

国看作成功的唯一标准。那种用错误的方式追求不

切实际目标的行为，会使自己身心疲惫，最终得不

偿失。三是强化对诚信行为的鼓励。诚信教育的目

的是使诚信成为人们内心的道德追求和立行于世的

自我规约。对失信行为进行惩处具有禁止的示范效

应，同样对诚信行为的鼓励和宣传具有倡导的示范

效应，二 者 同 样 重 要。高 校 应 鼓 励 学 生 的 诚 信 行

为，使学生在遵守诚信规约时自觉产生 “诚信乃做

人之本”“人无信不立”的社会主义基本道德意识，

并内化为基于行动自觉的道德理念，进而养成陪伴

终生的良好道德行为习惯。

四、从教育环境看诚信教育之良好社会环境的

缺失和诚信社会的构筑

社会环境会对人的思想观念、道德品质、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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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等产生重要影响。《天才枪手》这部影片之所

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是因为当前我国的教

育也深陷此困境。“天才”们之所以不诚信甚至犯

罪，固然与他们自身有很大关系，但也是同学、教

师、家长、社会 “合 谋”的 结 果。当 高 分、名 校、

出国留学、拥有巨额财富等这些名利追求成为衡量

成功的唯一标准时，全社会便开始 “合谋”：小 琳

的爸爸不管女儿喜不喜欢新学校，非要让小琳转名

校；名校又看中了小琳的学习天赋，希望她给学校

增光，免除了小琳的学杂费，但其实背后收取了小

琳爸爸的赞助费；一群年轻人为了出国、上名校联

合作弊……在这场 “作弊狂欢”中，最终女主角幡

然醒悟，去追求内心的平和，男主角受到了毁灭性

打击和伤害而彻底 “黑 化”。这 样 的 结 局 给 观 众 留

下了沉痛的反思：当利益至上原则和精致利己主义

成为社会共识时，整个社会都充斥着功利主义和唯

利是图的气息。在政治领域中，部分领导干部贪污

腐败，地方政府政策朝令夕改，失信于民；在经济

生活中，制假贩假行为屡现，消费陷 阱 防 不 胜 防；

在文化 领 域 里，一 些 新 闻 媒 体 断 章 取 义，虚 假 报

道，为了新闻点不择手段；在科研活动中，论文剽

窃、科研造假屡屡发生。在这种社会环境中，如果

仅仅指责、处罚学生的作弊行为，而不反思社会氛

围的负面影响，净化社会环境，诚信教育的效果也

会大打折扣。为此，我们应积极构筑诚信社会。

第一，家庭教育必不可少。习近平总书记在谈

到家庭教育 时 讲 到： “家 庭 是 人 生 的 第 一 个 课 堂，

父母是孩子的 第 一 任 老 师。家 庭 教 育 涉 及 很 多 方

面，但 最 重 要 的 是 品 德 教 育，是 如 何 做 人 的 教

育。”［８］正如电影中女校长发现 小 琳 第 一 次 作 弊 时，

质问她的父亲是如何教育孩子的，其父羞愧 不 已，

觉得自己没有教育好女儿。可见，无论贫穷还是富

有，优秀的品行和道德教育，都应该是家庭教育不

可忽视的重要内容。

第二，用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 观 凝 聚 社 会 共 识。

当人们理想信念迷失、诚信意识淡薄、失信行为频

发时，社会急需一套能促成国家、社会、个人之间

良性互动的价值原则和道德规范。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现阶段全社会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道德规

范，我们应发挥其对全体社会成员思想的引领和凝

聚功能，使全社会形成 “诚信立行于世，失信寸步

难行”的道德认知和社会共识，为诚信教育营造良

性的社会生态环境。

第三，加强立法工作，完善对各种失信行为的

惩戒措施与追责机制。我们倡导对未成年人的诚信

教育采取教在先、罚在后的方式，给他们留有改正

余地。但是，对于社会成年人的失信行为，甚至犯

罪行为必须曝光和严惩，以肃清不良社会风气。

第四，引导学生 “诚信自 律”。苏 霍 姆 林 斯 基

说过： “只 有 能 够 激 发 学 生 进 行 自 我 教 育 的 教 育，

才是真正的教育。”［９］诚信教育要想成功，不能仅仅

依靠处罚，因为个体如果不能在情绪情感和个人行

为方面实现自律，失信行为就会不断发生。当诚信

观念深入人心，诚信行为成为一种个人的自觉意识

和自律行为时，无论个体面对什么样的客观 环 境，

自律这种意志 品 质 都 会 保 证 个 体 行 为 在 合 理、合

法、可控的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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