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道德自学体会 

 

我国古代圣贤曾提出过“三不朽”之说，“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可见古人对“德”之重视。学术道德即是

学术界应该重视的“德”。 

最近几年学术道德社会关注度很高，一些典型的学术不端案例经媒体曝

光后，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反响。社会大众对学术不端行为的批评与不满可

能主要源于学术不端行为与大众期望的差距，学术不端行为是社会大众所不

能接受的。近些年，关于学术道德的研究和讨论已有不少，从研究结果上看，

学术道德不仅需要相关规范与制度的建设，同时，学术道德也需要从业人员

和全社会共同守护。 

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是相关从业人员应遵循的职业规范。各行

各业都有本行业的职业规范，从业人员应按此规范行事，以其为行为准则。

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应该遵守职业所独有的规范。尊重事实，不伪造实验数据；

不抄袭、剽窃他人研究成果；在论文发表中杜绝一稿两投或多投；在论文署

名中不侵占他人成果；在课题申报、奖励评定等活动中尊重事实等。违反学

术道德、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往往会付出较大的成本。学术规范是从业人员

应该自觉遵守的，这有益于规范的学术环境的建立与维护。 

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是与科学精神相一致的。科学研究是要“求

真”、“求是”的，而违反学术道德、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是与这一科学精神

相违背的。从事科学研究应该具有科学精神，按照学术规范行事，事实也说

明，具有科学精神、遵守学术道德的人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研究成果、取得

更大的科研成就。 

恪守学术道德、遵守学术规范是与教师师德要求相一致的。按学术规范

做事对高校教师尤为重要，“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高校是培养人的环境，

而育人又以德为先。教师的一言一行对学生影响很大，教师在获取实验数据、

论文发表等学术活动中遵守规范，无形中对学生起到示范作用。学生在与教

师的共同学术活动中所受到的教育有助于学生在将来的工作中遵守学术道德

和学术规范。 

学术道德的维护需要制度建设与制度创新。学术道德的维护仅靠从业人



  

员的自觉行为是不够的，必须依靠制度建设与创新。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

善相关的针对从业人员行为的管理制度，约束从业人员的行为，使之按学术

规范从事学术活动。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科学评价办法与科研

管理制度。摆脱唯论文论、唯 SCI 论的评价办法，遵守科学规律，建立合理

的科学评价制度。在课题申报、课题管理、课题结题等活动中遵守科学规律、

采用更科学合理的管理制度，使科学研究从业人员能更专心于科学研究本身，

使科研活动的效率更高。 

学术道德的维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学术圈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

社会环境对学术圈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存在直接或间接影响，社会的

价值取向会对学术研究人员的价值取向产生一定影响，因此，学术道德的维

护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总之，学术道德的维护，需要科研人员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自觉遵守，

需要相关管理部门采用更合理的管理制度，同时，也需要全社会的共同维护。

通过各方努力，我们也一定能够建立规范的学术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