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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风道德不仅代表着研究生的科研能力与科研诚信，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与科研实力，因此解

决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学风道德问题迫在眉睫。本研究主要分析了如今存在的学风问题以及加强学

风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一些加强学风道德建设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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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morality not only represent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bility and integri-
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but also represents th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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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city of a country. Therefore, it is urgent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the style of study mora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clinical medicine. This study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the 
academic atmosphere and the importance of strengthening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and puts forward some measures to strengthen the moral construction of the style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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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习近平同志所作的报告第五部分主要阐述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

才支撑”，对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行了统筹谋

划。2020 年 7 月，习近平同志就研究生教育作出重要指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

高层次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 
目前，各种学术不端行为问题时长出现在各样媒体报道中，尤其是近年来国内外学术期刊出版社撤

稿频繁发生、北大博士翟天临学术不端事件以及陈春花学历造假事件，对我国科研诚信、科研创新和国

际形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临床医学是一门将基础理论与临床实践相结合的学科，它要求从业者有一定的职业道德，我国从古

代就有“医者仁心”的界定。研究生教育位于国民教育的顶端，是高水平、高素质、高层次人才培养的

高地，决定了我国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高度。临床医学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硕”)是我国医疗

卫生事业的主力军，他们的道德素养关乎我国构建和谐护患关系的发展。因此，加强专硕学风道德建设

刻不容缓。 

2. 专硕学风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学风是学习者在求知目的、治学态度、认识方法上长期形成的，具有一定的稳定和持续性的精神倾

向、心理特征及其外在表现[2]。学风既体现研究生个人的学术风格，也包括大学在内的整个学术风气。

研究生的学风好坏，体现了研究生的人品高低和道德素质。学术界的学风好坏，体现了整个学术界的道

德水准。在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培养中，充分发挥学风道德教育与建设，从而在学生的思想政治、职业道

德和社会公德方面起到引导作用。 
随着“四证合一”[3]政策的出台，专硕需要严格按照国家住院医师规范化要求在住培基地进行 33

个月轮转，期间完成学校设置的课程以及期末考试，同时还要取得职业医师证书、通过国家住培结业考

试以及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才能获得硕士学位证书。然而，忙碌的临床实习和学业课程以及整个社会的

浮躁氛围，这种浮躁情绪对于整个学术界并不是好的现象，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他们的人生观、价值

观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很容易走捷径造成学术不端行为。因此，对专硕开展学风道德建设是很有必要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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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硕学风道德建设现状分析 

(一)、部分研究生缺乏科研诚信 
21 世纪，我国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随着研究生招生数目的增多，尤其是在这个特殊的时期。

自 2019 年以来，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受多种因素的影响，2020 年教育部计划扩招研究生[4]。这导致了

部分研究生质量参差不齐、急功近利、心态浮躁甚至缺乏科研诚信。 
由于学术利益的驱使，发表论文以及项目申报与奖学金、学位、升学、毕业和就业息息相关。研究

生对于科研诚信缺乏认识，不可避免会受到影响。现阶段，研究生群体普遍存在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

主要体现在(1)：剽窃、修改问卷结果、篡改实验数据；(2)：一稿多投、论文拼凑、论文代写、买卖论文；

(3)：文章、项目和专利“搭便车”署名；(4)：编写虚假参考文献、引用文献不注明参考文献等。如今，

学术不端行为屡见不鲜，给全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学术失范不只是我国的问题，学术不端是全球学术

界的问题[5] [6]。 
(二)、部分研究生缺乏科研兴趣 
科研兴趣的建立对专硕科研能力的培养至关重要。临床工作往往需要占用专硕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如果没有足够的科研兴趣，面对忙碌重复的临床工作，人容易疲惫、懈怠甚至放弃。如果对学术研究充

满兴趣，每天一点一滴的进步也会使人觉得值得。因此，“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科研也适用。 
黄坚[7]认为，目前，部分专硕以毕业后当医生去临床给病人看病为动机，对科研缺乏兴趣，尤其是

在研一上学期。他们对科研没有想法、兴趣和欲望或是对科研不够重视或是开始就本着试一下是什么然

后以后又做回医生。可以发现，部分研究生对于科研的积极性不高，不要求上进，一心只求毕业“镀金”。

再这样的情况下，研究生为了能够顺利毕业很容易出现各种学术不端行为。 
(三)、部分导师缺乏学术引领 
古人曰：“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导师对专硕的引领作用尤为重要。导师的学术道德和

科研能力是学生的榜样。因此，导师的有效引领是提高专硕素质的基本保障。然而，由于部分导师科研

能力以及指导能力的欠缺、师生关系的不和谐、校外兼职、专注行政工作或由于其他原因，造成了学术

引领质量下降。 

4. 专硕学风道德建设的探索与实践 

(一)、建立学术诚信制度 
在专硕入学选导师前填写学术诚信承诺书，不填写诚信承诺书的研究生不能选导师。同时建立研究

生学术诚信档案。对于有学术不端行为的研究生记录在诚信档案中并进行全校通报批评。严重学术不端

行为的学生记录在学籍档案中。以学术不端案例的严惩，警示每个研究生自觉且主动地规范自身学术行

为以及学术道德。 
(二)、利用多媒体宣传思政教育 
传统上，大多数高校选择集中宣讲的方式进行思政教育。然而，集中宣讲有较多缺点，比如，效果

难以保证、研究生积极性不高、基层培养单位以及导师重视程度不高等。因此，高校的思政教育形式需

要创新。例如，通过多媒体、网络、校园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等多渠道的创新讲课形式。高校

必须大力支持开展系列活动，鼓励创新，不断健全思政教育体系。研究生院不定期广泛开展学风道德讲

座，培养专硕正确的价值观。例如，宣传优秀学者的事迹，发挥学术楷模的示范作用。 
(三)、成立专门的机构，加强学术监督 
由研究生院与科研处建立专门的机构，监督研究生的学术不端行为。研究生学术成果信息公开、透

明，保障学术不端行为举报投诉通道畅通，在高校官网公布投诉电话和邮箱，对于投诉信息和处理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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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加强对研究生学术成果的不定期检测，例如在校发表论文、项目申报和毕业论文。研究生院严格

进行论文查重检测、论文盲审。实现全员监督。 
(四)、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负责人，主要任务是对研究生进行学术指引、科研方法指导和学术道德引

导[8]。导师的学术道德对研究生有着重要影响作用。导师的学术水平和学风道德是衡量是否具备培养研

究生的资格。高校建立导师遴选考核制度，对导师以及准导师进行考核。同时，将思政教育课程纳入新

进导师培养中。每年开展优秀导师评选，通过树立优秀榜样充分发挥导师的带头引领作用。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导师以身作则感染研究生，导师根据研究生的特点做到个性化培养。此外，定期聘请校外优秀

研究生导师进行线上或线下经验分享。高校通过制定相关校纪校规约束导师以及研究生。 
(五)、优化各项评奖机制 
不健全的评奖机制是学术造假和学风浮躁等行为直接或间接的原因，厘清评奖机制的目的、标准及

原则有利于加强学术规范[9]。然而，在研究生评奖中，经常出现论文“量”大于“质”的现象，造成了

许多研究生急于求成、功利心理甚至严重的学术不端行为。解决诸类问题，首先，需要研究生院和基层

学院制定详细的奖学金评审细则，同时不断改进细则。在评奖前和评奖中对有挂科、违纪违规和学术不

端行为的研究生不得参评，评奖结束后在高校网站上进行奖学金结果的公示，并设置举报通道，一经查

实取消本次奖励。同时加大思想政治评分比重。其次，对于有高质量的学术成果的研究生，设立物质上

和精神上的奖励，通过高校学院官方宣传带动和引导研究生投身于科研。在潜移默化中引导研究生的价

值观。 

5. 结语 

针对目前学术风气不正的现状，本文从建立学术诚信制度、利用多媒体宣传思政教育、成立专门的

机构、加强学术监督、发挥导师的引领作用、优化各项评奖机制方面入手，探索了如何形成优良的学术

风气，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以期提供德才兼备的人才，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医疗服务的现实需求。 

资助项目 

延安大学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YDYJG2020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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