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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 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制定的有关

各方共同遵守而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

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述。

• 学术规范有助于使学术活动制度化、标准化，建立必要的游戏规则。

• 学术规范是学者的自律精神与他律原则的体现，有利于理顺学者

个体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正常关系。

• 学术规范教育是高校的诚信教育、学术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



• 黄禹锡—世界级的科学家，生命科学领域的领军人物，韩国人的骄傲。因为学术造

假而使首尔大学以至韩国的学术研究形象受损。

• 王铭铭—在专著中抄袭了自己的译著，在文化人类学界声誉扫地。

• 顾冠群—院士，因为其学生涉嫌抄袭，造假而陷入被动，黯然去职。

• 2008年，某大学一硕士生的学位论文全文照搬另一大学往届毕业生的硕士论文，只

改动了2个字，结果在数据库查新查重时被发现，受到严厉处罚。

1.  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 做好学术规范知识的普及，是建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降低

学术不端行为发生几率的重要基础。

• 让研究生学习并感悟学术规范的内涵，培养其对本人或他人学

术成果及科学精神的尊重，进一步加强自我规范意识，以真诚、

正直的态度在学术领域内进行学术积累和学术创新。

1.  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 必须充分了解已有成果的全部内容，要说明自己的成果与已有

成果之间的关系，必须如实详细地说明自己的结论是如何得出

的，研究过程应予公开。

1.  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 狭义上说，学术道德规范表现为充分尊重他人的学术成果，通

过注释，征引等方式在有序的继承中加以学术创新，杜绝学术

造假，真实地反映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

• 广义上说，学术道德建设要培养求真务实，勇于创新，严谨自

律的治学态度和学术品格。



• 引用特定的成果可以有助于别人判断这个成果的创新程度和学

术价值。

• 学术引用可以避免重复前人已经完成的研究,避免无效劳动。

• 通过资料来源的仔细注释来承认对前人的借鉴。

1.  学术规范教育的必要性

• 学术评价是学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学术评价要遵循科学规范，

体现求实的精神。



• 2002年颁布的《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 2004年发布了建国以来第一部《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学术规范（试行）》，对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学术规

范、学术引文规范、成果规范、评价和批评规范作出了明确规

定。

• 201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在学位授予过程中

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意见》。

• 2013年，教育部发布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开始

正式实施。

2.  国家层面的相关规范



（1）把学风建设纳入以培养质量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总体规划。学校每年

都要以学风建设为主题召开专项工作研讨会，通过学风调研，围绕学风建设布

置各项工作，切实把学风建设与人才培养和学校发展紧密结合；

（2）专门开设《研究生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教育》课程，把科学道德与学术

规范纳入授课体系，让研究生在上课阶段接受来自课堂上的针对性教育；

（3）专门组建了由研究生导师组成的学术诚信宣讲团，在全校开展科研精

神和学术道德的专题讲座。

（4）我校研究生学风建设的品牌活动—研究生学术论坛已经连续举办八届，

学术道德、学术规范以及科学研究方法的宣讲是论坛的主要宗旨和内容，研究

生感悟学术道德、学习学术规范有了广阔平台。

3.  我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实施办法

统筹规划，把学术规范教育工作融入研究生教育全过程。



（1）抓住研究生新生入学教育的契机，开展研究生学术生涯规划教育，以科

学精神和学术诚信为核心开展系列教育，为研究生树立正确的科研态度以及顺利

完成学业打好基础。

（2）研究生指导教师作为研究生培养的责任人，制定了相关的规章制度，要

对指导的研究生学术不规范和学术不端行为负直接责任。

（3）与《研究生人文社会科学素质》课类似，各学院在新开设的前沿课程中

设置了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模块，让广大研究生既扫描了专业前沿，又了解了本

学科专有的学术规范，在践行学术道德方面接受了更具针对性的教育。

3.  我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实施办法

开辟渠道，力争做到学术规范教育工作全覆盖。



（4）开发了《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写作模版》，对学位

论文中的相关学术注释、学术引用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使研究生的

论文写作过程更加严谨规范。

（5）为了构建良好的学术环境，加强学校学风建设，我校加大利用

“学位论文学术不端检测系统”对送审前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研究生学

位论文进行全面检测的比例，对导师和研究生起到学术预警作用，从而

减少学位论文中的学术不端行为。

（6）贯穿全年的研究生学术论坛以及院士论坛、博士生学术沙龙、

十佳学术之星评选和话说长江学者访谈系列活动，加强了研究生的学术

交流，弘扬了学术正气，营造了学术氛围。

3.  我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实施办法

开辟渠道，力争做到学术规范教育工作全覆盖。



（1）完善的的制度是工作取得成效的保证，北京科技大学在学术道德方面

十分重视制度建设。

《北京科技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意见》、

《北京科技大学学风建设实施意见》、《北京科技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

《北京科技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定》、

《北京科技大学关于在学位授予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的规定》

《北京科大学学位论文查重方案》

这些文件和制度的出台对加强导师的教书育人作用，落实导师的首要责任人

制度，规范全校研究生的学术科研工作发挥了制度保障作用。

3.  我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实施办法

健全制度，注重研究，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



（2）学校在进行研究生的国家奖学金、特种奖学金以及三好研究生

的评比中，均明文规定了学术失范零容忍。

（3）在出台制度并贯彻执行以外，学校还积极承担学术道德和学术

诚信方面的科学研究项目，并指导研究生通过开展相关调研来提升思想

认识，为学校制定有关规章制度提供了重要参考。

3.  我校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实施办法

健全制度，注重研究，加强学术规范建设工作的长效机制。



（1）创建纯洁的学术环境，引导研究生加强自我教育。

利用完善的学术规范制度创建纯洁的学术氛围，在学校内部建

立健全良性的学术评价制度，建立鼓励创新的评价标准，淡化量化

的评价标准，消除产生功利性心理与行为的可能性。

4. 

加强研究生自我教育 强化学术规范的内涵渗透



（2）加强自身专业精神的培养

具备刻苦钻研精神的研究生在其专业学习过程中能坚定不移地深入

其所学习与研究的专门领域，也只有拥有较深层次专业知识的研究生才

会对其学习与研究的领域产生更大的兴趣。这样的研究生才不会在意识

层面，在追求真理的原动力方面会出现偏差。

4. 

加强研究生自我教育 强化学术规范的内涵渗透



（3）加强与同行及外界的交流。

与他人及外界做经常性的信息交流，经常性地将自己的观点与思维

进行交流与分享，便会在交流与分享过程中得到意外的启发，不但可以

借鉴他人的成果与思维方式，还可以感受到他们在科研过程中学术的严

谨性，从而减少自己学术失范的可能性。

4. 

加强研究生自我教育 强化学术规范的内涵渗透



4. 

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多元运行机制

（1）转变思想，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观念机制

以德育为先作为研究生教育的出发点，从教育质量观和教育主体观

两方面构建适合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运行和发展的观念机制。要更新教

质量观，使高水平的研究生教育不能脱离学术规范，在学术规范之上培

养高质量的研究生；要更新教育主体观，时刻认识到研究生教育的主题

不能偏离研究生学术规范。



4. 

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多元运行机制

（2）改进方法，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教学机制。

教学是研究生培养过程的主体环节，也是研究生素质和能力提升的

主要手段。通过完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推进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

充分重视德育在学术规范教育中所起到的作用，形成全校范围内自上而

下的认识转变。设立研究生实习基地，使不同专业的研究生到实际工作

中体会与学术规范相关的职业道德和职业规范要求。



4. 

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多元运行机制

（3）大胆创新，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校园文化机制。

校园文化在引导学生意识方向和思想潮流方面能够起到巨大的作用，

是实现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不可忽略的有效资源。学校应该长期坚持研

究生学术规范的宣传，经常组织和开展学术规范以及相关的讲座和报告。

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校园网络文化平台，开展学术规范的相关讨论

等，拓宽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的渠道。



4. 

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多元运行机制

（4）德高为范，构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导师模式培养机制。

研究生导师要言传身教学术规范，使学生在学术入门之初就养成良

好的学术道德意识和学术规范培养。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在新生

入校时签署诚信保证书，建立类似于荣誉守则的制度。同时，把加强对

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考核与选聘，把学术不端行为作为导师考核的重要方

面。



谢谢聆听 敬请指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