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4

教育论坛: 4卷6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研究生作为我国科技创新、学术发展的生力军，1 对

国家科技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对研究生群体进行

德育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功利主义价值观的

入侵在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群体中都产生了不可磨灭的消

极影响。一些高校教师急功近利，为了满足职称评聘晋

升指标，不惜走捷径，学术造假，而初出茅庐才开始步

入学术研究场域的高校研究生更是容易受其负面影响，

做出违背学术道德的不端行为。研究生作为少年之精英，

是科研创新、学术发展、社会进步的生力军，其拥有良

好的学术诚信、正确的学术认知，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

为，将对我国高校育人质量的提升、科研学术的良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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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产生良好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1] 因

此，本研究以立德树人为主线，对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

的危害、成因以及预警措施加以阐述及分析，并提出政

策建议。

一、学术不端的研究现状与表现形式

（一）研究现状

Shapiro M F 和 Charrow R P 于 1985 年 在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首次提出学术不端概念。相较

于国外，国内对学术不端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21 世纪

初才开始。这归根于中国当时市场经济的稳健发展、成

功加入世贸组织（WTO）和高等教育大众化等的推动，

经济得以良好发展，人才需求量变大，对教育的财政投

入就更多，一些经不住金钱诱惑的“学者”以此为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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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开始踏上了投机取巧的学术不端道路。[2]“学术不端”

的相关研究因此而生，并在之后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学术

界的热点研究领域。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分析，可发现目

前国内研究生学术不端研究多围绕其产生原因、治理措

施或国外某高校良好经验展开，缺乏从德育视角对研究

生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分析的研究。

（二）表现形式

学术不端具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在 2016 年教育部出

台的《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文件中，

明确将学术不端定义为高等学校及其教学科研人员、管

理人员和学生，在科学研究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违反公

认的学术准则、违背学术诚信的行为，此为广义；[3] 学

术不端也可以是指在学术科研的过程、结果中，发生的

抄袭文章内容、篡改或编撰实验数据、引用不注明出处、

代写或买卖论文、一稿多投、论文署名不按学术贡献程

度排序、伪造文章发表接收函等不当行径，此为狭义。

目前，研究生学术不端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有：为

了省时省力，而直接复制粘贴他人的学术成果于自己的

论文中；实验结果没达到预期，便自行编造篡改数据，

以迎合自己的论文选题；急功近利，花钱找抢手代写论

文，完成自己的毕业要求；论文最终发表署名没有按照

学术贡献程度排序，任意排序，等等。上述这些学术不

端行为，不管是对研究生个人道德培养、高校学术发展

还是国家科研创新都产生不良影响，与以“立德树人”

的教育根本任务相违背。

二、学术不端的危害分析

1、自我危害

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背道相驰。学术不端给研究生带来的“意外收获”，如发

表违反规范的论文而获奖评优，且满足了毕业要求，会

不断腐蚀研究生思想，使其产生走捷径也可以达标的想

法，进一步铸造了“不劳而获、急功近利”的错误观念。

这种学术上的失信，危害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场域，也可

以侧方面反映一个人的内在品质，不管是在毕业后的工

作还是生活中都存在道德失信的潜在危险。另外，目前

我国对研究生学术不端的惩戒机制已付诸实施。2013 年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下发了《关于深化研

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实行严格的论文审核制

度，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对学位论文作假者取消

学位申请资格或撤销学位。[4] 总之，不管是在思想道德

层面还是在个人发展层面，学术不端行为都会给研究生

带来极多危害。

2、连带危害

在 2013 年《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中明

确提出“研究生发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导师应承担相应

责任”，并且于 2018 年，教育部印发了《全面落实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实施意见》，更是具体指出研究生

导师所承担的责任。明确要求把立德树人作为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的首要职责，全面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第

一责任人的要求，对立德树人职责履行不到位，或所带

研究生做出违反学术道德行为的导师，应依法依规给予

处理。[5] 种种规章制度都将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

连带给导师，导师会受到约谈、取消研究生招生资格等

惩处，最为严重的是会影响导师的学术声誉，有害于学

术道路的发展。除此之外，研究生所就读的高校也会受

到连带损伤。一旦某个高校有学生被爆出存在学术不端

行为，肯定会对高校的声誉产生负面影响，降低高校在

大众心中的学术认可度，使大众对高尚严谨的学术科研

产生质疑，最终不利于学术创新与高校的长远发展。最

后，在社会层面，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会对社会诚信

建设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不利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落实，更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三、高校研究生学术不端成因分析

（一）外部原因

1、社会环境功利化特征明显

随着我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汇入世界潮流

之中，各种思潮不断渗入，尤其是个人极端主义、功利

主义、金钱主义等不良思想广泛传播于社会，不管是普

通群众，还是有着高知识水平的研究生，都不可避免的

受其消极影响。有的高校研究生为了凭借学术论文获得

奖学金和荣誉证书，追求功名利禄，急于求成，不惜学

术造假，做出各种学术不端的行径，这些都是他们置身

于功利化的社会环境而不知觉受其影响的表现。[6]

2、高校科研评价体系不合理

高校为了能使研究生的学术成果更好量化表示与评

判并且督促学生专心学术研究，设立了各种毕业硬性指

标。绝大多数学校的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在读期间规定至

少要发表一篇学术期刊，更不用说博士研究生，他们有

的至少要发表两篇核心期刊，否则就达不到毕业要求。

在短短几年内，不仅有课业上的压力，还有发表论文的

压力。并且，几乎所有高校研究生奖学金的评选都与学

术成果挂钩，唯文章论“英雄”、唯文章论“好坏”的

境况在高校中十分常见。[7] 这就导致些许研究生为了满

足毕业条件以及获得奖学金的功利性需求而不惜走捷

径，做出抄袭、剽窃的行为，进行学术造假。评价体系

的条条框框看似具有导向性、督促力，可引导研究生朝



116

教育论坛: 4卷6期
ISSN: 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之努力，但实则会使学生投机取巧，应付了事，产生只

要达标满足毕业条件即可的想法，不断在学术不端的边

缘试探。

3、导师教育示范效应不显著

研究生学术德行的良好塑造不能仅靠自身，导师作

为研究生在读期间接触最多的老师，不管是在学术研究

还是思想教育上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几乎所有的

研究生导师都不止带一个学生，这就出现了一对多的情

形，有的理工科研究生甚至达到了一对好几十个，使导

师没有精力兼顾所有学生，没有办法深入了解学生情况，

更不用说对研究生进行全方面学术诚信教育。同时，导

师作为高校教师还有教学任务，绝大多数科研型教师肩

上还担着学术产出硬性指标，导师的闲暇时间很少，可

想而知，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更少，学生缺少与导师的

接触，少了导师在学术规范上的监督与近距离的学术道

德示范，很容易受到不良学术氛围的影响，从而滋生学

术不端行为。[8]

4、学术不端监管惩戒机制不健全

诸如美国、德国等西方国家都对学术不端行为采取

了严格的惩处措施。美国建立了专门的学术监管与惩戒

机构——学生司法事务办公室（SJA），学生不端的学术

行径一经发现，就会受到开除学籍的惩罚；德国的学术

不端监管追随终身，不仅对学术不端的在校生具有惩戒

机制，尽管学生已工作，如若学术不端行为被发现，也

会受到开除工作甚至坐牢的惩处。[9] 而在讲人情社会的

中国，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常以软化态度加以处理，大事

化小小事化了，家丑能遮就遮，每个高校对于学生学术

不端行为的惩戒方法与力度也都不一样，顶层设计只在

书面，实施过程毫无统一，导致学术不端惩戒缺乏公信

力。研究生缺乏严格的监督与统一严厉的惩处，会产生

侥幸心理，做出学术不端行为。

（二）内部原因

1、研究生个人价值观扭曲

近几年，“考研”越来越热，研究生招生规模不断扩

大，入学门槛有降低趋势，入学研究生的质量参差不齐，

其中少不了一些为逃避就业而考取研究生的学生，并不

热爱于学术研究，且并没有未来从事学术研究工作的打

算，只想提升学历，身上渡一层“研究生”的金。这种

出于功利化目的而就读研究生的学生，缺少对科研的兴

趣，也缺少刻苦学习的毅力与耐心，经不住轻松取得学

术成果而达到毕业指标的诱惑，从而学术不端便成为他

们时常想到甚至发生的行为。正所谓意识指导实践，思

想引领行动，价值观的错误与扭曲，极大程度加大了做

出错误行为的概率。[10]

2、研究生学术道德认知偏差

不可否认，有的研究生根本不知道何为学术不端，

尤其是入学不久的硕士新生，绝大多数学习的态度与认

知还停留在本科，对于期末课程论文不重视，通过在网

络上复制粘贴、东拼西凑来完成，也不知道引用别人的

语句要规范地加以标注。此为个人认知层面的问题，但

也少不了学校的责任。有的学校根本不重视学术诚信教

育，缺少学术道德方面的宣传，少许的讲座与不加重视

的道德教育课程，致使些许研究生从头到尾都不知道什

么是学术不端，也完全不知道做出学术不端行为会带来

哪些严重后果。道德认知方面的偏差必然会导致行为上

的错误，从而发生学术不端行为。[11]

四、立德树人视角下高校研究生学术不端的政策

建议

（一）加强导师学术规范引导，提高研究生学术道德

自律

研究生导师不仅肩负引领科研学术的重任，更是承

担着学术道德教育的义务。需要将道德教育建设纳入导

师的评价体系中，从制度层面加强导师道德教育的引导

与约束，并且加强师德教育，从道德层面鼓舞导师的学

术道德示范，为研究生树立良好榜样，推动研究生学术

道德与学术成果双重并进。加强导师连带责任制的有力

落实，导师的职称评聘不仅依靠导师科研成果，更要全

方位考量导师所带学生的学术成果及规范与否。[12] 同时，

研究生培养不仅依靠导师的约束与引导，更不可少的是

学生的道德自律，研究生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无

良好道德是学生能否做好科研工作的基本条件，有无学

术诚信也是研究生成才的基础，是塑造研究生健全人格

的需要。[13]

（二）净化功利化学术环境，建立多元科研评价体系

对于频频发生的研究生学术不端行为，首先应从

国家层面颁布有关学术诚信建设的政策文件，以政策为

指导约束，加强学术诚信法治建设，在全社会形成崇尚

学术道德的良好氛围。[14] 在学校层面将“立德树人”的

根本任务落实于学习、生活中，使研究生群体受其熏

陶，树立正确的学术道德认知，杜绝学术不端念想甚至

做出学术不端的行为。[15] 其次，“成”人先有德，无德

不“成”人。一个发表再多顶尖学术期刊的学生，拿了

再多奖学金和荣誉证书，如果没有正确三观和良好德性，

也不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益于社会的人，相反，他们甚至

会有害于社会，必须加以摒弃。我们应该以学生为主体，

以道德培养为基本准则，加强对学生多元评价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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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例如将学生的道德素质、实践能力、创新水平、政

治素养等纳入评价范围，不单看论文，多维度全方位对

研究生进行综合评价，使研究生不断成为一个“完人”，

最终成为社会真正所需的人才。[16]

（三）建立“高压线”式惩处机制，加强研究生道德

宣传教育

学术上的基本原则与底线必须筑牢。首先，加强全

方位全过程监督机制建设，学校需设立专门的研究生学

术道德检查机构，加强对学术活动过程的监督，[17] 良好

的监督机制，会对研究生产生约束力，更有效地防患学

术不端行为。其次，完善举报学术不端行为的配套机制

与程序，在保护举报者隐私的基础上，评审专家对被举

报者展开调查，如若不端行为为真，必将严厉处罚，严

重学术不端者可开除研究生学籍，并追究导师的连带责

任；最后，建立终身制诚信档案，将学校、行业和社会

三者诚信档案有机合一，学术不端行为不管是在校时被

揭露还是工作时被举报，都会对工作、就业等社会生存

方面带来惨痛代价，不仅是个人能力遭到质疑，人格素

养也会被用人单位长久诟病。然而，惩处机制的完善当

然也需要全方位配套的宣传教育。高校需将学术道德教

育贯穿于课堂中，开设专门讲授学术道德的课程，让研

究生明白何为学术不端及其严重危害。[18] 并且，可拓宽

提高研究生学术道德认知的途径，例如广泛开设道德宣

传教育讲座、利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定时推送学术

道德理念、设置学术道德风尚宣传专栏等等，为研究生

们提供多种多样学习学术道德的途径，处于良好学术道

德的环境之中，不断塑造自己积极向上的品格。立德树

人的教育根本任务，不只是在文本上说说而已，必须要

在课程实践中加以落实，光说不做、永远只停留于表面，

是永远培养不出真正拥有良好德性、能造福于社会发展

的有为青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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