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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业诚信缺失关系研究
———基于合规性视角

宋素娟袁伍明珠
（淮阴工学院，江苏 淮安 223001）

摘 要：本文从合规性认知视角，调查大学生群体中学业压力与学业诚信缺失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学业压力越高，在一定程度上，
学习诚信缺失行为就越少，考试诚信缺失和学术诚信缺失行为越多。但在加入合规性认知后，结果显示，合规性认知对学习诚信缺失起正

向调节作用，对考试诚信缺失与学术诚信缺失起负向调节作用，总体来说，即合规性认知程度越高，学业诚信缺失行为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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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自古以来，诚信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大学生的诚信现

状也从侧面表现出社会的诚信状况。但目前大学生的学习生活中存

在不少问题，很多大学生平时学习不努力，靠考前突击，考试的时候

作弊来获得分数，甚至出现了替考的行为，这些都是学业欺骗的现

象。大学生的诚信建设，关乎着中华民族的传承。对于如何降低大学

生的学业诚信缺失发生率，培养出高道德素养的大学生，更好地完

成高等教育现代化目标，是新形势下需要正确面对和严肃思考的课

题。

2 文献回顾
学业压力是指人在学业活动中所承受的精神负担，在就学过程

中所承受的来自学业的紧张刺激感，又指学生在生理、心理和社会

行为上可测定、可评估的异常反应。杨希[1]认为，教师的“压力期望”
越高，学生在后续课程中感知到的学习艰难程度就越高，同时学生

也更容易失去学习的快乐并逐渐对课程学习失去信心，但有的学生

又需要一定的“压力期望”来推动自己完成学业；杨航[2]认为，时间压
力会让学生产生负性情绪，拖延学习，产生学业压力。陈璐、蒋万翠[3]

认为，教师要求质量与学生能力不匹配时，学生就会借助学业失信

行为去完成作业。

“学业诚信是指大学生在学校求学期间，课堂学习与平时作业、

考试和学术论文方面，言行做到实事求是，不欺骗他人，不抄袭他人

的学术成果，无损人利己行为。”[4]有学者认为学业诚信应该包括上
课出勤、诚信完成作业、诚信考试、学术端正四个维度，且在学业诚

信的各个维度上均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认知缺失。[5]

本文中的合规性认知指学生在“学业诚信”与“学校对学生诚信

管理”方面的认知是否和法律、规则和准则相一致。Eric M. Beasley[6]

对已经发生学术不诚实行为的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对作弊后果的无

知、对规则无知、时间压力、同伴的影响等都会导致作弊行为的产生。

从文献回顾中得知，学业压力给大学生带来的影响不一定都是

坏的结果，但本文研究的内容仅为学业压力会给大学生学业诚信缺

失带来何种影响，其中学生的合规性认知起到何种作用。

3 基于合规性认知视角的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业诚信缺失现状
调查

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某一商学院进行随机抽样调查，

来获取研究大学生学业压力与学业诚信问题所需的数据资料。包括

学业压力现状、学业诚信现状（考试诚信、作业诚信、学术诚信）及合

规性认知。本次调查共收集 424份问卷，进行问卷内容的筛选后，有
效问卷 414份，有效率 97.6%。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3.1.1 大学生学业压力现状
调查显示，仅有 1.69%的同学表示没有学业压力，其他同学都

表示有压力，只是压力大小程度不同。11.11%的同学的学业压力非
常大，41.31%的同学比较有压力，45.89%的同学表示压力不大。而
压力的来源主要是学生自身需求、自我管理和学习能力。

3.1.2 学生学业诚信缺失现状
（1）学习诚信。问卷调查了线下和线上的学习诚信。在线下诚信

中，就逃课和旷课行为而言，“没有发生过”的仅占 38.41%，在课后
的作业中，不能做到诚信完成的同学占比 22.46%，还有 31.16%的
同学不确定自己是否会诚信完成作业，他们会根据课程难度和自己

的时间等原因选择是否自己完成作业。在线上学习诚信中，25.6%
的同学表示不会认真听课，但也有 27.05%的同学不确定是否会认
真学习，结合实地走访情况来看，“不确定”的这部分同学是否会认

真学习，会受到课程的重要性、考核的方式等影响。

而对于线上学习的课后作业和测验，学生会自己完成而不是直

接从网上搜答案，调查结果显示各部分所占比例与“学生是否会认

真听线上课程”各部分占比相差不大。所以，总体来说，学生的学习

诚信缺失水平令人担忧。

（2）考试诚信。在考试诚信方面，大部分同学会认真复习，诚信
考试，但也有 7.49%的同学会不管监考情况如何都找机会作弊，还
有 23.19%的同学会一边复习一边准备小抄，在考场上见机行事。对
于考试作弊的行为，竟然有 15.94%的同学认为除了专业课不应该
作弊，其他学科可以作弊。而在调查实际行为的结果中近一半的同

学有作弊行为，10.14%的同学会经常作弊，39.13%的同学偶尔会作
弊。对于作弊之后的心理感受，有 18.63%的同学很坦然，并不会感
到矛盾和羞愧。

从调查中看出，实际上没有作弊过的同学，比调查中“坚决抵

制”的比例少了 11.12%，大部分同学对于作弊后的心理感受也是矛
盾或羞愧的，说明同学们虽然在心理上抵制作弊行为，但可能碍于

种种原因，最后还是会有部分同学会发生作弊行为。总体来说，学生

的考试诚信缺失水平也有些高。

（3）学术诚信。在学术诚信方面，对于报告和论文，62.56%的同
学是会诚信完成的，但也有 12.32%的同学完全不会诚信完成，还有
25.12%的同学不确定会不会诚信完成，他们会受到课题选择、课题
内容、学习时间等因素做出选择。

总体来说，学生的学业诚信不是很高，尤其是不确定是否会做

到学业诚信的同学占比不少。

4 合规性认知视角下学生学业压力与学业诚信缺失相关分析
4.1 问卷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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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SPSS软件对问卷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析，结果显示问卷
总体信度为 0.714，其中学习诚信、考试诚信和学术诚信的信度分别
为 0.652、0.720、0.645，说明问卷的数据信度较好，可以接受；问卷效
度检验结果表示：该问卷的 KMO指标为 0.706，Bartlett的 sig指标
为 0.000，说明该问卷调查数据的效度较好，可以做相关分析。

4.2 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业诚信缺失的相关分析
4.2.1 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习诚信缺失相关分析
分析“学业压力情况（1=非常有压力，4=没有压力）”与“是否发

生过逃课、旷课行为（1=经常，3=没有）”之间的相关关系，结果显
示，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168，并且呈现出 0.05的显著性水
平，说明两者之间存在微弱的负相关关系，即学业压力越高，学习诚

信缺失行为就越少。

4.2.2 学业压力与学生考试诚信缺失相关分析
分析“学业压力情况（1=非常有压力，4=没有压力）”与“是否有

过考试作弊行为（1=没有，3=经常）”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两者
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167，并且呈现出 0.01的显著性水平，因而
说明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即学业压力越大，学生发生

考试诚信缺失的行为就越多。

4.2.3 学业压力与学生学术诚信缺失相关分析
分析“学业压力情况（1=非常有压力，4=没有压力）”与“学生学

术诚信（1=不会，3=会）”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两者之间的相关
系数为-0.157，并且呈现出 0.01的显著性水平，因此说明两者之间
有着一定的负相关性，学业压力越高，学术诚信的行为越少，学术诚

信缺失的行为就越多。

4.3 合规性认知视角下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业诚信缺失的关系
分析

4.3.1 学生合规性认知现状及相关分析
调查同学们对“学业诚信”、“是否了解学校关于学业诚信管理

的制度规范”的认知程度，结果显示，“完全清楚”学业诚信定义与学

校相关管理的制度规范的同学各占 42.75%和 45.65%，“不完全清
楚”的同学各占 45.17%和 42.75%，而只了解一点点的同学各占
12.08%和 11.59%，不存在完全不知道学业诚信定义和学校与其相
关的规范制定。说明，在学习生活中，同学们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学业

诚信和学校相关的管理制度规范。对这两项进行相关分析，结果为

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 0.179，呈现出 0.00的显著性水平，所以
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总体上，学生对于学业诚信定义

与学校相关的管理制度规范的认知程度不是很高，有待加强。

4.3.2 合规性认知对学业压力与学业诚信缺失的调节作用
在前面的分析中可知，学业压力和学习诚信缺失呈负相关，但

和考试、学术诚信缺失之间呈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合规性认知也与

学生学业诚信缺失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因此，需要进一步运用

分层回归分析合规性认知的调节作用。

本次分层回归分析共涉及 2个模型。模型 1中的自变量为“学
业压力状况（1=非常有压力，4=没有压力）”，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
础上加入“是否清楚学业诚信的定义（1=完全不清楚，4=完全清
楚）”“是否了解学校关于学业诚信管理的制度规范（1=完全不清楚，
4=完全清楚）”，模型的因变量分别为：学习诚信缺失行为、考试诚信
缺失和学术诚信缺失行为。

（1）学习诚信缺失的分层回归分析结果。将模型 1进行线性回
归分析，R为 0.106，意味着学业压力可以解释因变量 10.6%的变化
原因，通过了 F检验（p<0.05），学业压力状况的回归系数为-0.168，
并且呈现出（p=0.000<0.01）显著性，意味着学业压力状况会对学习
诚信缺失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关系。

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新变量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

性，R方值由 0.106上升到 0.172，意味着合规性认知程度可对学习
诚信缺失行为产生 9.9%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是否清楚学业诚
信的定义”的回归系数值为 0.080，但是并没有呈现出显著性，并不
会对学习诚信缺失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关系。“是否了解学校关于学

业诚信管理的制度规范”的回归系数值为 0.231，并且呈现出显著性
（p=0.000<0.01），意味着即使没有学习压力也不会逃课。

（2）考试诚信缺失的分层回归分析。用同样方法对考试诚信缺
失行为进行回归分析。模型 1结果学业压力状况会对考试诚信行为
产生负向影响关系。

模型 2在模型 1的基础上加入两个变量后，F值变化呈现出显
著性，意味着两个变量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方值由
0.107上升到 0.29，意味着合规性认知程度可对学习诚信缺失行为
产生 18.3%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是否清楚学业诚信的定义”并
未对考试诚信行为产生影响关系，“是否了解学校关于学业诚信管

理的制度规范”的回归系数值为-0.156，并且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
其会对考试诚信缺失行为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关系。

（3）学术诚信缺失的分层回归分析。最后对学术诚信缺失进行
了分层回归分析。模型 1同样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学业压力状况
会对考试诚信行为产生负向影响关系。

加入新变量后，模型 2的 F值变化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两个
变量加入后对模型具有解释意义。另外，R 方值由 0.081 上升到
0.237，意味着合规性认知程度可对学习诚信缺失行为产生 15.6%
的解释力度。具体来看，“是否清楚学业诚信的定义”和“是否了解学

校关于学业诚信管理的制度规范”的回归系数值分别为-0.227和-
0.280，并且均呈现出显著性，意味着这两者对学术诚信缺失行为均
产生负向影响关系。

（4）总结。综上所述，合规性认知至少一项会对学业诚信产生影
响关系，对学校管理规范的了解程度，对学习诚信缺失产生正向影

响，即认知程度越高，逃课等行为就越少，发生学习诚信缺失的行为

就越少。对学校管理规范的了解程度，对考试诚信缺失行为产生负

向影响，即认知程度越高，考试作弊的同学就越少，考试诚信缺失的

行为就越少。对学业诚信的定义和学校管理规范的了解程度，都对

学术诚信缺失产生负向影响关系，及合规性认知程度越高，会自己

完成论文的行为就越多，发生学术诚信缺失行为就越少。

5 讨论分析及建议
5.1 讨论分析
5.1.1 学业压力与学生学业诚信缺失的关系
从上文分析中可以看出，学业压力有利于学习诚信，但容易导

致考试诚信缺失和学术诚信缺失。

经过进一步调查发现 61.59%同学认为“课程数量”“某些课程
知识点数量”“某些课程知识点的难度和深度”都需要减负；而各种

考证与实习实训、作业量、比赛等也给同学课后带来较大压力，而认

为课后的学业压力不需要减负的同学仅占 4.35%。所以，相比较而
言，同学们认为课后的压力比较大。这种学习学业压力会影响学生

的学习进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习效果，也会在最后的考核中给

同学造成压力，进而影响学业诚信。

5.1.2 学生认为学业不诚信的原因
在调查的 414名同学中，为了通过考试和得高分的同学分别有

81.88%和 12.32%，还有 5.8%的同学认为是其他同学作弊，自己不
作弊会吃亏。可以看出，学业不诚信行为主要是同学们平时学习不

认真的结果。调查发生论文抄袭现象的动因中，45.17%的同学认为
是“对所写课题不了解，无从下手”，有 36.96%的同学是“不想自己
花费时间、精力去完成”，还有 17.87%的同学认为是论文提交的“时
间太急，无法自主完成”。所以，在发生学术不诚信的行为中，不想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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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间去完成的同学可能是对学习、课程不在意的结果，而另外两

种情况是学生对课题不了解和时间紧急。

尽管学校加强了对学生的合规性宣传，但效果并不理想。在调

查同学们是否害怕因为学业不诚信而受到惩罚，仅有 14.49%的同
学并不害怕惩罚，有 43.72%的同学只是“有点害怕”。对于大家不害
怕受到惩罚的原因，最主要的是“被发现了也不会有很严重的惩

罚”，其次是“被发现学业不诚信的概率不大”，最后是“学业不诚信

的人很多，法不责众”。从这项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学校的合规管理

体系在预防、监督和应对方面，做得都不是很好，所以学业不诚信的

问题得不到很好地解决。

5.2 建议
5.2.1 提高学生合规性认知程度
学校可以采用融媒体的方式开设讲座、视频宣传、老师上课讲

解的方式提高大家对学业诚信的认知程度，甚至让学生作为宣传主

体，开展诚信教育、讲解学校的相关管理制度，真正做到合规管理深

入人心。

5.2.2 严格执行学校关于学业不诚信管理规范制度
学校管理层应该从根本上认识什么是真正对学生的爱护，认识

对违规的处理与人性化教育之间的关系，只有严格执行了相关的规

范制度，让大家都意识到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是要受到惩罚的，并且

惩罚对其自身是有影响的，大家才不会有学业不诚信的行为。

5.2.3 了解学生的学业压力情况，针对性地帮助同学解决
学业压力会导致学习诚信缺失和考试诚信缺失。学习压力一方

面是来源于学生自认为的学业难度，另一方面是来源于同学的自我

管理或规划不足。

为此，一方面学校需要加强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定期调查

班级同学的学业压力情况，然后根据结果，对同学们进行辅导，提高

同学们的自我管理与学习规划能力，合理的运用时间。另一方面学

校有必要对学生加强思想教育，引导学生正确看待学业、学校、社

会、人生之间的关系，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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