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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术道德建设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研究 

霍楷  王梦遥 

（东北大学艺术学院  辽宁  沈阳 110819） 

摘要：随着我国高校不断教育改革，现在一些学术研究者受市场经济的益利观念的影响，屡屡做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事情。通过

中国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问题，分析了基于学术道德建设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思路，目的是在各个高校在学术

道德的背景下如何对创新创业进行教育改革并对创新创业的实效性进行研究。总结了如何在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

的改革实践中根据教学理念、教学环节、教学手段、教学效果等方式得出各个高校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环境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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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问题 

1.1 中国高校学术道德建设现状及问题 

第一、社会诚信缺失。胡海燕（北京理工大学校长）曾经说过，

造成目前学术不良风气的形成的根本原因，就是社会诚信系统的缺

失，如果不能解决社会假货泛滥的问题，那么学术就将这片净土保

持下去。有相关数据表示，有 55%人都认为是因为受到了大环境的

影响导致了研究生学术道水平下滑。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

好，社会发展的越来越快，随之而来是社会的竞争压力愈演愈烈。

第二、学术诚信教育缺失。很多高校只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培养，

但鲜有高校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因为各大高校忽略了培养学生

的道德建设，所以使大部分的研究生都没有办法深入的了解道德规

范。在各个高校课程设置中，有很多的专业选修与必修的课程，但

是学术诚信方面的课程就很少见了。使学生的诚信教育知识疏于表

面却不能具备说服力。 

1.2 中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现状及问题 

目前各个高校还是以教育作为主要的教学活动，专业课的教师

在面对学生创新创业的教育遇到了以下几点难题：其一、如何在课

程中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其二、如何提高学生的创业意识。绝大

部分的教师是非常认同对于对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的教育。但如何要

做将创新创业与专业的结合，遇到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

如何打被原来专业界限的桎梏；其二、如何开展多元化；其三、如

何将学科与创新创业相结合。因为有与以上问题的存在，导致学生

没有办法这正的理解创新创业，往往将其视为一门普通课程。 

目前高校学生在创业中存在以下几个特点：一、学生创业热情

较高；二、行动力低；三、难以坚持。通过调查得知，有想法创业

想法的学生占 85%，但是真正能付诸行动的学生只有 15%。因此要

提高创新创业的教育质量，就必须要提供学生创新创业的意识与行

动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提高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 

1.3 中国高校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的必要性 

在我国传统教育的模式下，我国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工作岗

位适应能力比较弱，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在校期间理

论学习的内容和实践脱节较大；二、缺乏终生学习的理念；三、学

习意识不强；四、自主学习能力弱；五、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六、没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大部分的学生在

创新创业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存在着很多的失信行为，由于以上的

因素，对高校的学生就进行道德教育与创新创业的能力是非常重要

的，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这样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必然的

要求。  

2 基于学术道德建设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思路 

2.1 培养方案设计：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方案中的学术道德教育

设置 

学术道德教育是培养人才最总要的内容，在创新创业的人才培

养中增加学术的道德教育成为了高校人才培养必不可少的教学内

容。也是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理应纳入高校学生的教育体系。相

关部门及人员在制订学生培养方案时，除了考量学生专业技能的养

成，还应将学术规范教育相关课程并纳入培养方案，在学生入学初

期，重点关注研究范式、文献综述、学科发展动态等学术研究基本

素养能力的培养，以期为具备良好的创新思维和研究能力打下坚实

基础。 

2.2 顶层制度建设：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中的学术道德奖惩制度

建设 

在创新创业的教育的改革教育中，为了使学术道德教育可以事

倍功半，一定要对高校学生进行学术道德的奖惩证明。例如对于以

下的科研成果进行奖励：一、毕业论文；二、专著；三、毕业设计；

四、已经创新创业的设计。对于高校学生的研究效果要进行科研成

果的保护与奖励。但是对于剽窃他人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徇私舞弊的

情况，必须要严惩不贷。举一个实际的案例：在 2010 年西安交通

大学的某个教授，申报的研究项目存在将别人的研究成果，紧凑成

自己的研究成果，这样恶劣的行为，使她承担的后果就是撤职、解

聘、在撤销其多有的奖项。只有通过以上的方法才可以让研究生重

视学术道德，通过扎实的制度奖惩的建设，使一些想要投机取巧的

学生不敢再做学术不端的行为，培养学生遵守制度的意识。  

2.3 教学理念设计：学术道德为先的创新创业教学理念设计 

在教学理念上，首先要把学术道德放在第一位，无论是高校的

学生，还是普通的老板姓，道德素质都是放在第一位，一个人在专

业领域即便是在优秀，如果道德品质不行的话，是万万不行的。在

学术道德的基础上，将数量型的科研转变成技术型质量型的转变。

目前的教学理念制约了高校学生的创新创业的精神，高校要去多鼓

励学生在学术道德的技术上进行富有创新性的项目，要以学术道德

作为主要的教学理念，在此基础上推进以下几种研究：一、研究生

在基础研究；二、高技术研究；三、可持续发展相关系统研究等不

同性质创新活动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变，进一步推进人才评价、项目

评价、实验室评价和研究所内部评价标准的根本转变。 

3 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的改革实践 

3.1 教学理念：学术诚信与创新创业深度融合 

在学术诚信与创新创业的深度融合，学术诚信教育是针对多所

有的学生，而不是仅仅只对优秀的尖子生，加强学术道德行为的规

范。根据大众化的教育培养优质的创新创业的人才，为各行各业输

送品学兼优的创新性人才，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会逐渐建设成自主

创新型国家。 

3.2 教学环节：学术诚信教育贯穿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 
（下转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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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系统学习知识和研究学问的场所。有关本科生的学术道

德规范要求散见于学生管理规定以及一些临时性的通知中，大多没

有形成完整的文本和体系，还应注重提升道德品质、培育学术精神、

训练研究方法、强化规范意识和夯实研究能力本科生不良思想观念

和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因此，在本科生入学伊始，高

校就应该加强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观念

和学习态度，以积极的态度面对学习科研中的困难和挑战，加强知

识积累，强化方法训练，拓宽学术视野，增强规范意识。 

3.3 教学手段：创新创业教育中学术诚信的监督与奖惩 

在创新创业的教育中，增加学术诚信的监督与奖惩制度， 例

如：在奖学金的评定上，可以实施学术道德的一票否决权。研究生

在进行行为比较时，会进行成本收益的比较。当前的违约成本过低，

不足以震慑其行为。如果违背学术道德的成本过高，他们就会倾向

于放弃，为此，有必要提高违约成本。“违约成本包括两层含义，

一是违反制度的行为被发现和追究的可能性的大小;二是对违反制

度的行为的惩罚措施的严厉程度。通过制度建设在研究生中形成

“不愿作假、不能作假、不敢作假”的学术氛围。只有通过这些扎

实的制度建设，并培养起研究生对制度的遵从意识，在对学术不端

的防范上才能做到标本兼治。 

3.4 教学效果：诚信强基创新铸魂打造创新创业新成效 

在诚信的基础上对创新创业进行教育改革，一方面可以提升民

族精神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另一方面教育宗旨在于培养大学生的

事业心和开拓精神，但要在诚信的基础上培养企业家精神，培养大

学生具有适应知识经济时代和信息时代，所需要的开创型个性和综

合素质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自觉预则变化；二、积极应对变化；

三、敢于把握机会奋斗进取的品质和能力等；四、培养学生道德诚

信的优秀品格。不同类型的高校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应具有

层次性的特点，普通高校培养的是学术型、工程型创新创业人才，

而高职院校培养的是技术型创新创业人才。 

结语 

我国目前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不仅会影

响研究生本身的前途与命运，最重要的是会影响国家未来的发展与

民族的未来发展。在对于培养方案设计上将创新创业教育培养方案

中的学术道德教育设置；在顶层制度建设中将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中

的学术道德奖惩制度建设；在教学理念设计中将学术道德为先的创

新创业教学理念设计。而在学术道德建设与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

的改革实践中，将做到以下几点：一、学术诚信与创新创业深度融

合；二、学术诚信教育贯穿创新创业教育全过程；三、创新创业教

育中学术诚信的监督与奖惩；四、诚信强基创新铸魂打造创新创业

新成效。希望通过本篇文章的调查分析，可以为我国高校学术道德

建设背景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与实效研究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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