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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读者诚信缺失的形成有社会、家庭、学校的原因，当然也和学生的自身修养密

不可分。高校图书馆作为学生教育的第二课堂，可采取树立图书馆诚信的文化形象、注重馆

员和学生图书管理委员会的作用、建立读者诚信档案、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优势、利用文献检

索课、加强宣传教育等方式对读者进行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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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在《辞海》中的解释为“真心实意”，孟子提出“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

之道也。”“信”为“诚实，不欺”，是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诚信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

中，是一种诚实守信的精神与原则，是每一位社会成员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无论

是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应自觉遵守这一准则。但我们在图书馆的日常服务中，经常发现读者

诚信意识淡薄或诚信缺失的现象，这不仅妨碍了图书馆的正常服务，而且对大学生的成长非

常不利。“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所面对的重大课题，图

书馆做为学生学习和成长的第二课堂，在对读者的诚信教育中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一、读者诚信缺失的表现  

  在大学生日常学习和生活中，由于受过多年的正规教育，大学生们在具备较高知识层次

的同时，他们的道德素质及诚信水平也得以不断提高。因此，在这一年轻群体中诚信状况的

主流是好的，他们能够将诚信作为自己的人生准则，从而积极履行自己的承诺，与他人之间

建立起平等、信任的关系。但由于受到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当前在一些大学生中也存在着

较为突出的诚信缺失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作业抄袭，考试作弊；编造实验

过程及数据，论文拼凑；评奖评优、入党、竞选干部时请客送礼拉关系。（2）开具假证明，

骗取助学贷款后又不履行还款义务；求职参假、造假、美化简历，造成用人单位对大学生群

体的不信任感。（3）在图书馆的日常服务中，图书逾期不还、污损及开天窗等现象屡见不

鲜。（4）高校图书馆购入的书籍，一些读者常用的书几年后常常由当初的几十本变成了几

本，图书数量总在递减，有的学生甚至把绝版书籍据为己有，图书失窃现象时有发生。  

  二、读者诚信缺失形成的原因分析  

  在校大学生出现诚信缺失问题，既有社会、家庭、学校的原因，当然也有大学生自身修

养的缺陷。学生在学校学习阶段，是其接受新鲜事物及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有一定的

思考问题及是非判断能力，但他们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等特别容易受社会各种思

潮的影响。因此，当前社会上很多诚信缺失现象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社会大环境对读者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的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的逐渐活跃，一方面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另

一方面也滋生了一些不良的社会风气和观念。如虚假广告、假冒伪劣产品、偷税漏税、行贿

受贿、恶意拖欠等不诚信现象的泛滥，使得在象牙塔中的学子们也深受影响。比如一些学习

成绩较为优秀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在一些成人的学历、学位和职称考试中替考所带来的收益

远远大于由此所付出的劳动时，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学生们更易背离基本的社会道德准则，

做出不好的选择。  

  2、家庭教育中的偏差  

  家庭是一个人成长的根基，对学生的一言一行都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但在现实生活中，

家长往往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和日常生活起居，忽视或根本不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引导。

他们对孩子品德好坏、成功与否的看法多半是看重他们最终的学业成就。如果孩子在重大考

试中通过作弊或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取得优异的成绩，有些家长会给以默认甚至赞许。这种过



分重视结果而忽视行为过程正当性的评价方式使得欺诈等非诚信行为有了被容忍的社会心

理基础，这样势必对学生诚信品格的形成造成一定的影响。  

  3、学校诚信教育欠佳  

  虽然各高校的德育教育一直在搞，但高校里的一些教育乱收费、虚报大学生就业率、老

师的以分取人、到处兼职等不良风气都会对学生的诚信教育产生负面影响。  

  4、学生自身修养的缺陷 

当代大学生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他们的自我行为习惯上存在很大缺陷，以自我为中心，很大

一部分人不懂得重视和倾听别人的意见，这就导致了他们相当的敏感又较为脆弱，容易将观

察了解的一些社会消极现象当作社会本质，从而放弃诚信的原则，甚至做出了与公民道德规

范相背离的行为。  

  三、图书馆在读者诚信教育中的作用  

  1、树立图书馆诚信的文化形象  

  文化形象是图书馆整体形象的表现形式，良好的形象是以获得读者信任为基础的。图书

馆员认真履行服务公约，真诚地对待每一位读者，尊重读者的文献阅读权益，做到“读者至

上，服务第一”，以干净、整洁、宁静的环境熏陶读者，把诚信的理念贯穿在一切服务之中，

这样才能赢得读者的信任，并在读者的诚信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2、 注重馆员的示范和影响作用  

  列宁说过，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图书馆员作为高校教育者中的一员，在学生心目中往

往是知识和道德的双重权威，如果馆员的行为具有欺骗性，那么个别读者会认为整个社会是

不公正的社会，日后他们会把相应的欺诈行为回报给社会。因此要使读者树立诚信的观念，

养成良好的诚信行为习惯，馆员首先应当以身作则，忠于职守，平等地对待每一位读者的每

一次借阅，让自己温文尔雅的言行、微笑的服务，如涓涓细流，感染每位到馆读者的心灵。  

  3、 加强学生图书管理委员会工作，发挥学生的自我教育功能  

  把学生图书管理委员会的同学当成图书馆的一分子，并在学生与图书馆、图书馆员之间

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各图书馆在制定诚信守则时，让这些同学也参与进来。参与过程也是

一个学生自我教育的过程，学生在参与中更能理解诚信教育的内涵和实质，而不仅仅局限于

考试不作弊、论文不照抄的层次上。从而让这些学生再去影响更多的学生，使诚信教育的影

响不断扩大。  

  4、 建立读者诚信档案  

  读者诚信档案的内容可包括：读者诚信承诺书、信用记录、个人资料、品行说明及备注

等。这样可以约束读者，培养其诚信意识。将那些爱护图书馆资源，积极配合图书馆工作，

表现突出的同学定期给予公布，这样可以影响并督促一些失信的读者，使他们爱护并按期归

还图书馆的资料。  

  5、 有效发挥图书馆的资源优势  

  图书馆可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举办“诚信读书周”活动，用一些具体的事例（如“开天

窗”的杂志、换了“心”的图书）让学生充分了解诚信读书对自己及他人的好处。图书馆可在

自己的网页上专门设立一个主题，详细向学生说明何为文本抄袭和计算机程序抄袭，同时还

可以提供一些文献和相关链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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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文献检索课中渗透诚信教育的内容  

  随着各个学校文献检索课程的开设，图书馆对读者的诚信教育又多了一个平台。图书馆

老师可以充分利用文检课的便利条件，对读者进行学术诚信的宣讲和教育，指导学生如何在

论文中标注引用，教导学生如何正确引用文献。  

  7、 在宣传教育上下功夫  



  图书馆可开展一些诚信知识竞赛、图片展览等同学们喜闻乐见的宣传教育活动。买一些

诚信道德教育的科普读物，推介给读者，扩大道德观、诚信意识教育的覆盖面，把诚信教育

作为推进素质教育的基础性工作，渗透到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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