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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提升国家教育实力的战略举措，"双一流"建设任务的重要目标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研究生学术诚

信教育作为卓越工程师培养的首要工作，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深化研究生教改具有重大意义。因此，

本文探讨学校、学院、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实践中的职责，深度结合我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科研究生人才的实际培养过程，探索培养实践、科研实践、社会实践过程中对学术诚信教育的具体需求

和方法举措，构建“三足鼎立”的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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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strategic measure to enhance the educational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the important goal of 
the “First-class universities and disciplines of the world” construction is to cultivate top-notch in-
novative talents. Postgraduat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as the primary task of training out-
standing engine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deepening post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Therefore,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universities, colleges, 
and supervisors in the practice of postgraduate academic integrity educ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paper is deeply combined with the actual training process of postgraduate talents in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in our school. The specific needs 
and methods of academic honesty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practice, scientific practice, 
and social practice are explored in this paper. Finally, a “three pillars” postgraduate academic in-
tegrity education practice system is constru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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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当今中国在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和领军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习近平总书记

在 2023 年 5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支撑”[2]。“双一流”建设旨在满足国家培育

顶尖人才的需求，为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基础。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作为信息时代我国高水平

专业人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未来顶尖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后备军。他们的培养要求必须契合德才

兼修的准则，从而达到具备卓越的科研专业水平和高尚的学术道德素养的目的。当前，面向卓越工程师

培养的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进一步促进学术诚信观

念的培养，完善学术诚信实践措施体系，已经成为“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新时代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

迫切问题，亟需深入的探索和研究。 

2. 国内外实践举措的研究现状 

近年来学术抄袭、数据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在全球范围内屡有报道。因此，行之有效的学术诚信教

育实践方法受到国内外高校广泛关注，并随着新形势下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而不断发展。 
国外教育体系在积极地探索和实施相应的教育措施。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韦克伦教育学院研究人员

提出了有意义的教学和学习经验，使有不当行为的学生能够批判性地探索潜在的不当行为情况。学生可

以通过将学习到的学术诚信准则作为“实践标准”，这样的方法在学校教学和学习实践中起到关键作用

[3]。澳大利亚科廷大学研究人员考察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等教育机构处理学术诚信教育的方法。该

研究有 44 个机构参加，通过调查和对选定参与者的半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的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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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信教育计划缺乏关于价值观、诚信潜在风险和评估外包陷阱的意识[4]。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学术

伦理教育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实践。人工智能在学术界的应用是教育领域的热门话题，比如 ChatGPT 作为

一种人工智能工具，可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协作和可访问性，但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学术诚信和抄袭的

担忧。马来西亚密里科廷大学研究人员探讨了在高等教育中使用 ChatGPT 的机遇、挑战以及潜在风险。

研究人员建议大学在学术工作和研究中制定必要的指导方针，通过培训使学生了解 ChatGPT 的局限性，

以确保学生合乎道德地使用智能生成工具。同时，大学或学术机构应采用学术审查和验证的方法对研究

内容进行检测，从而确保学术研究符合创新性的要求[5]。 
值得指出的是，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背景和教育体系有所差异，因此在借鉴国外研究的同时，需

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适合我国的科研诚信教育实践措施。江苏师范大学研究人员对研究生学术诚

信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包括自律不足的研究生主体、不够多样的教育方法、不够丰富的教育内容

等。接下来，研究人员深入剖析了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不足的成因，主要归结为高校未能充分重视研究

生学术诚信教育，以及研究生自身学术素养有待提升等因素。最后，研究人员从教育者、受教育者等方

面提出了解决策略，即构建完善全面的教育内容，提出多样创新的教育方法，建立规范有序的教育环境

等[6]。云南农业大学研究人员探讨了如何潜移默化地培养研究生的科研诚信：一是让研究生了解学术诚

信的相关制度规定，以激发其对学术诚信的敬畏之情；二是分析研究生出现学术道德缺失现象的原因，

并完善学校的监督机制；三是鼓励师生共同营造抵制学术不端的氛围，从而达到研究生科研的心理状态

从敬畏到自觉转化的目的[7]。有关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的研究还有很多，总的来说，我国学术界已逐渐

形成了一系列学术诚信教育的实践思考，为高校提供了教育实践措施的指引。 

3. 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学术诚信教育实践举措存在的问题 

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变化，国内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体系的实践举措仍具有诸多不足，

具体分析如下： 
1) 重理论，轻实践：目前，国内以学校为主体的学术诚信教育方式往往导致学生被动参加、积极性

不高、认识深度不够。一些高校在科研诚信教育中注重开设理论课程，例如工程伦理等课程，传授学术

原则和学术规范的理论知识，而对科研实际操作训练的关注度较欠缺。这种重理论、轻实践的方式无法

在对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进行实质地规范与提升，教育方式较为严肃，缺少老师和学生的互动，未能使研

究生从思想上展开深刻思考与自我反思。 
2) 实践经验不足，监管机制不够完善：学校、学院、导师各个层面的职责和权限不明确。国内高校

在监管标准、监管机构和学术评价体系问题仍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不同高校可能存在不统一的科研诚

信监管标准和制度，导致监管的执行不一致，难以形成全面的监管体系。很多高校缺乏独立的科研诚信

监管机构，监管工作可能被其他职能部门或学术机构所分担，导致监管职责不明确。同时，作为研究生

科研的领路人，部分导师没有对学生的科研活动进行足够细致和严格的监督。学生在科研过程中由于认

知不清晰或存在侥幸心理，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如数据造假、抄袭等，而这些行为未能及时被导师发现

和纠正。 
3) 科研诚信教育实践举措方法单一，学生认识不足：很多高校缺乏有效的科研诚信教育手段。传统

的诚信教育往往局限于课堂教学和学术讲座，缺乏多元化和创新性的教育手段。很多高校没有从培养实

践，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的角度实施全面的实践举措，从而造成科研诚信的实践举措方法单一，效果不

佳。 
综上所述，国内高校科研诚信教育的实践措施尚面临多方面的问题，需要学术界和教育部门共同努

力，建立全面、系统、创新的诚信教育体系实践措施，提高学生对于学术诚信的认知和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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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构建研究生科研诚信教育“三足鼎立”实践体系 

学术诚信教育的实践体系强调规范的学术行为和方法，让研究生深刻理解学术诚信对科研工作的重

要性，从而提高科研水平。这离不开学校、学院、导师的密切配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需明确分级

职责和不同主体在学术诚信教育方面应承担的各自职责和义务。 
从学校层面来说，学校应制定学术诚信教育相关政策，强调学术道德和规范，明确违纪处罚，监督

学术诚信教育的落实，为学院和导师提供学术资源和支持，鼓励科研诚信和学术创新。从学院层面来说，

学院应制定学术诚信教育计划，组织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活动，为导师提供学术诚信培训，引导导师合

理指导研究生。同时，学院应定期开展学术诚信教育评估，对学术诚信教育进行评估，不断提出改进措

施。从导师层面来说，导师需明确研究生学术指导职责。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首要责任人”，导师的学

术素养、为学之风和治学之道都会在潜移默化中深刻影响研究生的思想和行为。虽然绝大多数导师都是

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但在人才培养中也还存在着主要关注研究生的科研成果产出情况，对于学术不端

行为往往是根据典型案例警示学生，或者简单的明令禁止，对于学术诚信教育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不够，

教育手段单一等问题。由此导致学生对学术诚信的接受度和理解度有限，在贯彻落实的时候存在侥幸心

理或者缺乏分辨能力，从而出现了学术失信行为。因此，导师要以身作则，注重学术道德，严格要求研

究生的学术行为，鼓励学生进行创新研究，防止盲目竞争和不正当竞争。明确分级职责有助于明确各主

体的责任边界，确保学术诚信教育的全面覆盖和有效实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面将从培养实践、

科研实践、社会实践三个方面，结合我校信息与通信工程“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和专业特色，探讨“三

足鼎立”的学术诚信教育实践措施。 

4.1. 培养实践举措分析 

在培养实践方面，从研究生招生、培养以及学位等各个环节出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强化学术诚

信教育。首先，在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研究生的招生环节，学校可以加大对科研诚信的招生宣传。在招

生宣传中强调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和学校对学术诚信的要求，引导考生树立正确的学术态度。其次，在研

究生培养环节，学院应多开设学术诚信教育相关的课程，使研究生在学习阶段就了解学术诚信的基本原

则和要求。同时，加强学术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和监督，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和行为规范，

培养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精神。再次，在学位评定环节，对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进行查重检测，确保学术

诚信和原创性，防止抄袭和剽窃行为。学校应完善学院的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学术水平和学

术诚信进行评审和审核。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培养实践方面的教育实践措施，学校可以全面强化研究生学

术诚信教育，培养学术诚信、道德素养和专业能力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4.2. 科研实践举措分析 

在科研实践方面，要激发研究生科研实践中的主体意识，让学术诚信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首

先，从学校来说，学校可以为学生提供科研实践的平台与资源。开设与信通学科相关的学术诚信教育讲

座，结合具体科研工作，让研究生了解学术规范和道德准则，培养学术诚信意识。其次，从学院来说，

学院可以建立科研实践激励机制，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术交流和合作，奖励优秀的学术成果和学术道

德表现。这样可以增强研究生对学术诚信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再次，从导师来说，导师应该积极引导研

究生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观，注重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并在实际操作中示范正确的学术行为。在学生对

科研不规范不知情的情况下，及时找到问题并纠正，同时指导学生投稿优秀期刊，将论文写到祖国大地

上。通过明确学校、学院、导师分级分工，可以让研究生在科研实践中逐渐形成正确的学术诚信意识，

并将学术诚信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将有助于建立诚信的学术环境，提高学术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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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科研成果的健康发展。 

4.3. 社会实践举措分析 

在社会实践方面，鼓励研究生通过多种形式的实践活动来培育学术诚信意识。研究生社会实践具有

多种形式，例如参与学术交流会和学术研讨会、参与学术合作项目、进行社会调研、参与双创竞赛，以

及进行实地考察和实践活动等方式。通过对多种形式的研究生社会实践进行深度挖掘，可以深刻理解社

会实践对于研究生价值选择和学术诚信意识培育的熏陶和教化功能。首先，可以通过校园媒体、宣传海

报等形式，宣传学术规范和准则，让研究生时刻牢记学术诚信的重要性。其次，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学

术交流会和学术研讨会，以及与信通专业相关的社会调研活动，如大型国企和科研院所等，了解当下工

业场景中的现实问题和需求。再次，引导研究生积极参加各类双创竞赛，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创新成

果，锻炼协作能力和综合表达能力。最后，导师可以安排研究生参与学术合作项目，与其他研究人员一

起合作进行科研工作。通过团队合作，研究生可以学会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避免抄袭和剽窃等不端行

为。通过以上多种形式的社会实践培育措施，可以加深研究生对学术诚信的认识，树立正确的学术价值

观，提高学术诚信意识。 

5. 结语 

为了探索“双一流”建设下面向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实践举措的创新，本文结合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过程，深入研究了培养实践、科研实践和社会实践等关键环节对学术

诚信教育的切实需求和具体做法。同时，本文多方位探讨了学校、学院、导师在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实

践中的各自职责与角色。为构建新时代学术诚信教育“三足鼎立”实践体系，学校、学院和导师作为教

育链条的重要环节，都应积极承担起培养学术诚信人才的使命，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推进立德树

人教育改革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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