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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次、四联动、五结合，推进研究生科学道德教育和学风建设 

张凯伟 

(北京工商大学计信学院)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市场化演变过程，事件的功利属性日益突出，学术界也

难免受其影响。近年来，学术活动中道德失准、行为失范的问题和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整个学术群体的创

新和发展。可以说，学术诚信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加强学术道德建设、

树立良好学风已刻不容缓。作为国内科研重要力量、建设事业主力军的研究生，

更要恪守学术道德，严肃学术规范。 

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高度重视研究生科学道德教育和学风

建设工作，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把其融入日常管理和各项活动之间，贯

穿于科学研究之中，围绕研究生“需要什么样的学术思想”、“怎样培育学术思

想”和“需要什么样的科学道德教育”、“怎样开展科学道德教育”等根本问题

来设计工作内容、方式和方法，探索建立了“三层次、四联动、五结合，推进研

究生科学道德教育和学风建设”工作体制，实现有成效、受欢迎、全覆盖、建机

制。 

一、总体规划及设计理念 

学院精心做好顶层设计，实现“三个层次”的紧密配合，即学院、导师、研

究生三个层次的紧密配合，明确开展工作的方案和内容；同时做好各类科学道德

教育和学风建设工作的筹备、组织工作，加强对工作的宣传报道，努力营造教育

的浓厚氛围，确保工作有声势、有影响、有成效。 

“四个联动”：一是明确学院研工组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工作中的职

责定位；二是细化各学科带头人、学院研究生会、班级、党支部的相关工作内容；

三是明确导师在该项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四是加强与研究生的沟通，帮助学生树

立科学正确的学术道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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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结合”，即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工作与课堂教学、导师指导、

学生党建工作、学生活动和班级建设、学术活动相结合。 

二、具体做法 

主要工作有： 

（一）从学院层面，学院研工组及时研究和布置各项工作，研究生新生入学

以后，及时发放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相关读本或材料；在研究生教育中，安排了

“怎样做一名合格的研究生”、“研究生培养基本要求”、“违纪处理办法”、

研究生手册解读等内容；在研究生课程中增加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开设了

论文写作规范、知识产权保护、做人与做事、规范做学术，诚信做公民等专题培

训或主题教育，大力提倡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和良好的学术风气，反对学术上的

浮躁、弄虚作假及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 

学院还定期邀请知名的教育专家开展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相关的论坛讲座，

如邀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吴威教授为全体新生做“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我的计

算机科学观”主题讲座等，加强研究生在遵守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的认识，

促进师生之间的相互交流。 

（二）从导师层面，学院要求导师在日常科研、教学中注重对研究生加强学

术道德和规范的教育。学院加强对申请答辩研究生学位论文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

端行为系统检测，树立良好的学术风气，培养正直诚信、恪守科学道德、献身科

学研究的拔尖创新人才。 

学院要求所有研究生导师要与所指导研究生开展一次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

的主题谈话、谈心活动；学科带头人牵头，分学科定期举办学术沙龙，邀请学科

内优秀的老师和学生给学科内所有的研究生进行经验分享，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达

到学术交流的目的。 

（三）从学生层面，所有党支部举办一次主题党课，要求学生党员自己讲、

自己听；所有班级召开一次科学道德与学风教育主题班会，大家对学术道德精神、

论文撰写规范等进行学习和讨论，互相学习，互相进步，互相监督；研究生会每

年举办“我的学术梦”青春榜样报告会、“学术规范知识竞答”、“优秀论文展

示墙”、我听名师讲学术等大型活动，活动内容主要涉及研究生学术知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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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规范以及天文地理常识等，活动形式新颖，通过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对促进

研究生班级学风建设和强化学术规范起到了重要作用，有效地促进了研究生学术

精神与作风、科学道德与伦理的培育和规范，寓教于乐，参与人多、效果显著。  

通过网络、微博、飞信群等形式搭建交流沟通平台，研究生会、党支部、班

级等渠道和平台，引导研究生、导师、学者、校友等不同身份的群体在平台上围

绕研究生学术精神、科学道德等影响研究生成长成才的话题进行交流和对话。 

三、阶段性成果 

（一）实现了“平台完善、抓手有力” 

目前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已基本形成了学院、导师、研究生齐心抓、合

力管的局面，工作有抓手、各自有分工、活动有平台，效果显著。 

研究生会、党支部、团支部、班级都主动发挥作用，积极开展活动，各项措

施落实有力、效果明显。 

项目开展以来共举办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知识竞赛等相关大型活动 5

次，中小型活动 13 次，主题班会 53次，参与教师 117人次，覆盖研究生 1200

余人次。 

（二）实现了“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结合研究生实际，通过各项措施，充分调动其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

党支部、班级、研究生会的自我教育功能，研究生在科学道德方面的自律明显提

升。 

结合学生实际，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引导其学习兴趣和专业兴趣，发挥团

学组织、班团组织的自我管理功能，学生在学习兴趣和专业知识方面都进步明显。 

（三）实现了“促进科研、鼓励创新” 

通过开展以上工作，有力促进了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研究生关注国内外科技

进展、主动学习、鼓励创新的氛围日益浓厚，研究生发表论文、参与专利申报、

学科竞赛等都取得佳绩。例如，2014年，研究生学科竞赛国家级奖项占全校的

51.4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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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几点经验 

一是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 

学院研工组负责领导该项工作，按照学校的统一要求，结合本单位实际情况，

制订具体教育计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周密安排好每年度的宣传教育、活动实践各

项工作等，有效的保证了工作的效果。 

二是要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结合新时代研究生实际，学院注重创新活动方式，除了坚持深受学生欢迎的

“我的学术梦”青春榜样报告会、知识竞赛等形式外，还积极利用网络、微博、

论坛、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开展教育活动，效果明显。 

三是要建章立制，注重创新 

学院注重建章立制，结合学院实际，制定了《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

程学院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实施方案》、《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

息工程学院国家奖学金评定办法》、《北京工商大学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学生科

研成果认定细则》等规章制度，为学生树立正确的学术观、成绩观、价值观提供

保障。 

四是要加强宣传，完善总结 

学院注重活动的宣传，通过宣传扩大活动覆盖面和影响力，吸引更多学生主

动参与，同时注重做好总结，不断完善规章，取得实效。 

总之，经过积极努力，实现了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主题教育与日常工作紧

密结合，融入日常教学科研和团学组织工作，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教育纳

入研究生培养的各个培养环节，并贯穿于研究生教育的整个培养过程，实现了教

育工作常态化、常规化，巩固和提升了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本项目荣获“2013-2014年度北京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优秀示

范项目”，获得北京工商大学 2014年度学位与研究生教育项目资助） 

 

（张凯伟，男，现任北京工商大学计信学院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