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道德自学体会 

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繁荣和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提高全民族思想

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任务，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促

进学术进步的事业中，广大教育工作者献身科学、殚精竭虑、无私奉献，付出了艰辛的劳

动，同时也为维护和发扬教育界良好的学风和学术道德传统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可喜

成绩，体现了良好的师德风范。 

然而，有一股不正之风已经开始侵蚀着学校这方净土，那就是学术道德失范问题。主

要表现为：抄袭、剽窃、侵吞、篡改他人学术成果；伪造、拼凑、篡改科学研究实验数据、

结论、注释或文献资料行为；伪造学术经历；成果发表、出版时一稿多投；采用不正当手

段干扰和妨碍他人研究活动，包括故意毁坏或扣压他人研究活动中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

资料，以及其它与科研有关的财物等行为。典型的案例有： 

2010 年 7 月 1 日，素有打假斗士之称的方舟子，连续在其微博上发文，举证质疑唐

骏在他所写的书《我的成功可以复制》当中所说的论文、学历，以及数项发明专利，还有

他海外创业经历，都涉嫌造假。一时之间，关于唐骏是否造假这样的疑问也引发了社会广

泛的关注。 

2010 年 3 月号的《文艺研究》上，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彬彬发表长文《汪晖<反

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指证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晖的博士论文存在

抄袭。 

像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这些行为和现象严重损害了教育工作者和学校的形象，给教

育事业带来了不良影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将会严重污染学术环境，影响学术声誉，阻

碍学术进步，进而影响社会发展和民族创新能力。  

高等学校是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在高等学校倡导并形成崇尚诚实劳动、

鼓励科研创新、遵循学术道德、保护知识产权的良好氛围，对于保护教学科研人员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保持高等学校的创新能力和科技竞争力，应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

后国际竞争的挑战，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作为新世纪的年轻的人民教师，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人师表。我们的职业道

德更是影响到“国家的未来”。在形成良好地学术风气、塑造浓厚的学术氛围、简历诚信的

学术机制、培养自觉的学术意识以及提升高校学术层次等方面肩负着历史的重任。杜绝“学

术腐败”、摒弃“学术造假”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更是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明确要

求，我们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保持严谨求实的治学风格：在科研过程中恪守求真务实原则，不弄虚作假、投

机取巧抄袭剽窃等，自觉抵制沽名钓誉、急功近利、损人利己、自私自利等不良学术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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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尊重知识产权和相关规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保护知识产权，尊重他人

劳动成果和学术权益。严格遵守相关专业领域的基本写作、引文和注释规范。  

第三，合理使用他人作品的有关内容：引证的目的应该是介绍、评论某一论文（作品）

或者说明某一问题；从他人论文（作品）转引第三人成果，应注明转引出处；认真执行学

术刊物引文规范，引用他人成果时应注明出处，引证部分不应构成本人研究成果的主要部

分或者实质部分。  

第四，坚持正确的学术评价和学术批评态度：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严肃认真、

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反对一切弄虚作假、投机取巧、抄袭剽窃和粗制滥造行为；坚持文

责自负的原则，对自主发表的任何形式的学术著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 

学术风气关系到学术的传承于创新，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风气甚至民族精神状态。学者

对学术研究所得的思想与理论不但关系学者自己的成就，更关系到整个社会，因为学者作

为整个社会的“智者”，为社会提供理论与思想。我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学术规

范，避免作茧自缚，将来的学术环境将会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