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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network culture is developing vigorously, and it also makes college students’ aca-
demic moral issues more serious and widespread. Purifying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perfecting 
the universi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college students 
cannot be ignored. Therefore, to explore the cause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undergraduates’ 
academic moral miscondu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ulture is a study with social value a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d it also help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is study uses college students from universities in Tianjin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to explore the status quo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thics and their counter-
measures. Method: Project members surveyed the undergraduates’ academic morality in the con-
text of internet culture by reading paper and electronic academic ethics questionnaires, inter-
views, and literature methods between September 2017 and March 2018. They also learned about 
their personal feelings. At the same time, they research the correlations at home and abroad re-
search status. Resul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rnet culture,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mo-
rality is more and more common and easier. The related supervision mechanism lacks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Besides the scope of undergraduates’ misconduct of academic morality in online, 
culture is not clear enough. Conclusion: The development of online culture will affect the devel-
opment of undergraduates’ academic ethics to a certain extent. School education and related su-
pervision mechanisms need to be updated and perfected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education and public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thics courses must be streng-
thened to make students clear Actual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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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网络文化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使得大学生学术道德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和普遍。净化网络环境，

完善高校管理制度，推动高素质，高品格大学生的培养不容忽视。因此，探究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

术道德失范行为产生的原因和应对策略，是一个具有社会价值和教育意义的研究，也有助于推动我国文

化和科技的建设。本研究以天津高校的大学生为调查对象，探究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术道德的现状

及应对策略。方法：项目成员在2017年9月~2018年3月之间通过发放纸质和电子学术道德问卷、访谈及

文献法，调查大学生在网络文化背景下的学术道德现状且了解其亲身感受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结果：

网络文化背景下，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更加普遍、更加容易，相关监督机制缺乏有效的实施；大学

生对网络文化下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范围不够明确。结论：网络文化的发展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大学生的学术道德的养成，学校的教育以及相关的监督机制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更新完善；加强对

大学生学术道德课程的教育和宣传，使学生明确实际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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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 

学术道德是维护正常的学术活动，促进学术事业健康发展的保证。作为国家未来重要的科研后备力

量的大学生[1]，对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以及国际地位的提高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其学术道德更加不

容小觑[2]。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要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3]。
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4]。”最近这几年我国的网络文化发

展势头迅猛，但当今大学在校生的学术意识薄弱，学术水平以及学术道德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以及高

度。本研究以大学生的学术道德问题为基础，进一步研究网络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

为。项目通过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发现学校在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方面的不足以及大学生本身学术道

德存在的欠缺，从而为解决大学生学术道德问题制定有效策略提供参考，向大学生宣传良好自律的学习

习惯，推动网络文化和学术道德向正能量方向发展。本研究调查团队皆为天津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以

学生的视角去调查大学生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设计的调查问卷涉及网络文化环境与管理等角度，为分

析大学生学术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有效途径和办法，进而能够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

态度，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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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学术道德问题是每个国家都必然会遇到的问题，因此国内外已有相关的研究成果，目前的研究概况

如下： 
国内而言，江新华[5]通过问卷调查对学术诚信进行现状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在学术研究方面，大

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主要包括伪造或篡改实验数据、剽窃他人的学术科研成果、杜撰参考文献或资料、

一稿两投或多投、通过在别人的学术成果上署名来把别人的研究据为己有等。剽窃他人研究成果主要有

考试时作弊、抄袭他人的作业或论文。明星辰[6]通过问卷法对大学生的学术道德情况进行调查，通过对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得到，大部分的在校大学生能够遵守学术道德的规范，能够在实际行动中做到学术诚

信，但是仍然有部分大学生存在问题。刘明亮[7]通过调查问卷得出大学生学术道德现状：当前的大学生

学术道德意识普遍薄弱；对学术道德的认知程度偏低：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普遍存在。同时，他深入讨论

了大学生学术不诚信的原因，并从教育、制度、监督、奖惩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大学生学术诚信建设的措

施。郭文剑[8]介绍了美国的大学生应对学术道德失范的一种荣誉制度，荣誉制度的本质是承诺制度，主

要用来规范学生考试、测验、创新创业类课题等学术活动，从而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诚信氛围。张英丽

[9]设计了多维度调查问卷进行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的普遍性和严重程度已经基

本显现，其中，考试作弊是最严重和普遍的不诚信行为，其次是学术论文抄袭[10]。另外，大学生学术不

诚信行为涵盖范围比较宽泛，涵盖了大学生的整个学习生涯，在取得学习成绩方面，考试作弊、花钱买

答案、找“枪手”等是学习成绩获得中比较常见的学术不诚信行为，在学术或学位论文的写作方面，从

网上复制粘贴、盗用别人的学术研究成果是比较常见的学术失信行为。 
国外而言，哈佛大学暑期学院 2017 年暑期开设的“知识产权”课程是一门面向研究生和本科生的课

程，目的就在于让学生明确知道知识产权的内容和范围，鼓励学生自觉遵守学术诚信，同时也教会学生

用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知识产权[11]。Noni and Swift [12]研究了学术诚信和商业道德的关系，同时后续的

研究发现，存在考试作弊和论文抄袭行为的大学生在他们以后所从事的工作中也会有失信的行为表现。

另外，学术诚信的表现形式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改变。Magnus [13]等人则研究发现大学生学术失范行为

与国家腐败程度之间也存在必然的联系。McCabe [14]等学者在 1993 至 2006 这 13 年期间研究了美国不

同语境(contextual factors)和大学生失信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15]涉及到荣誉感(honor code)、对学术

失范行为的处罚措施，学生和教师对学术诚信的理解，学生对学术失范行为的动机和对学术失信行为的

态度等[16]。Donald L. [17]等学者在 2004 和 2005 年采用 McCabe 的方法对美国 7 所大学中的 12792 名大

学生和黎巴嫩 3 所大学中的 1316 名本科生的学术失信行为进行了对比研究。调查结果表明，大学生对本

国文化的认同感程度、自身信仰和学术不道德行为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De Lambert et al.等学者从学

生和教师的角度分别研究了新西兰学术失信行为的“认知程度、普遍程度和判断力”[18]。调查结果表明，

普通高校和技校的学生学术不诚信行为是普遍存在的。相比于教师这个职业，在政治和商业方面，学生

对失信行为能够抱有更宽容的态度。 

2. 调查设计 

2.1. 调查对象 

本研究调查团队皆为天津医科大学在校大学生，课题研究定位在天津市的各大高校，保证研究结果

有一定的区域稳定性，选择发放问卷的方式广泛的收集大量数据以获得准确结果，以学生的视角去调查

大学生学术道德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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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调查问卷介绍 

设计的调查问卷涉及网络文化环境与管理等角度，为分析大学生学术道德问题产生的原因提供有效

途径和办法，进而能够引导在校大学生树立良好的学术道德态度，努力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2.3. 统计方法 

本调查问卷结果采用 SPSS23.0 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并生成条形统计图，对比分析图表格等对网络背

景下大学生学术道德现状进行阐述。 

3. 调查结果和分析 

为了全面调查目前高校大学生学术道德的现状以及大学生对学术道德的认知程度，本研究选择问卷

调查法。以“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术道德现状”为调查方向，在天津市的多所高校的部分大学生中

进行了随机调查，发放纸质版及电子版问卷 876 份，收回有效问卷 839 份，有效问卷率为 95.8%，调查

的基本情况如下。 
1) 大学生对学术道德认知程度普遍偏低 
良好的认知对正确的行动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拥有正确的学术道德认知，才能遵从学术道

德，进而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意识。本研究中，针对大学生学术道德认知程度的调查，问卷题目“对学

术道德所涉及范围的了解程度”和“所了解的学术道德规范来自何处”的调查结果如图 1、图 2 所示，

数据表明绝大多数大学生对学术道德的认知程度偏低；学校方面对学生的学术道德宣传不够到位，学生

对学术道德规范的了解主要来自自己查阅的资料。 
 

 
Figure 1. Understanding the scope of academic ethics 
图 1. 对学术道德范围了解程度 

 

 
Figure 2. Understanding the path of academic ethics 
图 2. 了解学术道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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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学生的学术道德意识相对薄弱 
意识支配每个人的行为，学术道德意识的正确与否将在很大一定程度上影响大学生在实际生活和学

习中的学术道德行为。由于缺乏对学术道德范围的正确认知，作为学术道德考核的组成部分的一些学习

和活动常被忽略。如课程学习过程中老师布置的作业、实验报告、毕业论文和各级各类考试以及综合素

质素质拓展活动中与学术科技相关的实践活动等。调查问卷的问题“你认为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是否必要”

和“你认为学术道德和诚信之间的关系是”的调查结果如图 3、图 4 所示，数据结果表明，有相当一部

分大学生对学术道德教育缺乏正确的认识，学术道德意识淡薄，许多学术道德行为由主观意识决定。 
3) 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现象比较普遍 
针对大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化发展的影响下，高校的教育不能仅只停留表面，例

如只提出对学生的学风、学习态度的要求，却不能告诉学生学术道德如何影响自身的利益。同时，大学

的教育中，学术道德的教育不是学术能力的教育的牺牲品，学术道德教育和学术能力教育是同等重要的，

这两方面教育的失衡将导致学生学术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的不均衡发展。本研究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当前大

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现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存在情况、相关学术道德失范的行为发生的频率(利用网络

抄袭作业、考试利用电子设备进行作弊、任意剽窃他人论文成果、实验数据造假、论文署名不规范和一稿

多投等)。问卷调查结果如图 5、图 6 所示。图 6 中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具体内容见附录中调查问卷的第 8
题数据分析显示，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利用网络发展的便利而导致学术道德失范的行为很普遍。 
 

 
Figure 3. The necessity of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morality 
图 3.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必要性 

 

 
Figure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cademic ethics and integrity 
图 4. 学术道德与诚信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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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Is there any viol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through the Internet 
图 5. 身边是否存在通过网络进行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Figure 6. The occurrence of academic moral anomie 
图 6. 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情况 

 
4) 网络文化发展会导致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发生 
面对当前网络文化的迅速发展，大学生可以通过网络接触到更多的新事物，链接到更多的资源。但

是，网络文化发展也是一把双刃剑，大学生处于特殊的时期，心理发展还不够成熟，容易受到一些负面

或错误的信息的引导。明确网络文化发展对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有影响，有助于我们开展进一步的研究，

探究问题的源头，从而能够应对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进一步发展。在问及“你觉得网络文化的冲击是

否对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有影响”和“你身边最多的通过网络进行的学术失范行为是什么”时，调

查结果如图 7、图 8 所示。网络上一些过于偏激的信息逐步影响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作为新时代的

接班人的大学生，不能拥有远大的理想和信心，而是变得心浮气躁和过分追求名利，尤其是网络文化的

发展下，负面信息或不良风气的传播更加迅速和便捷。另外，学术道德管理、监督和评价机制应该随着

网络文化发展不断进行的完善，以求达到其应有的效果。同时，高等教育中学术道德教育存在陈旧和乏

味枯燥的特点，也缺乏对网络文化发展背景下大学生的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特点的了解，导致相关教育

和监督机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另外，当前大学生所面临的来自学业、考研、就业压力会使得部分学生

价值取向发生扭曲，而便捷的网络恰好为大学生提供了更加方便的途径。 

4. 结论 

4.1. 大学生学术道德现状 

经济市场的发展使人们过重于对功利的追求，心却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少的人能潜心钻研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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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Does the impact of network culture have an impact on college students’ academic ethics 
图 7. 网络文化冲击对大学生学术道德是否有影响 

 

 
Figure 8. The most common academic ethics misconduct through the network 
图 8. 身边最常见的通过网络进行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普遍存在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作为大学生培养摇篮的高校，则肩负着更加重

要的学风教育使命。高校学生学术道德失范主要有思想上和行为上两种形式。 
学术道德是指进行学术研究时遵守的准则和规范。大学生遵守学术道德，首先要明确诚信立人的重

要性。考试弄虚作假、作业依靠网络复制粘贴、无疑都属于诚信缺失的范围。而论文写作中的剽窃行为

则已经上升到道德的范畴。治学首先要明确学术道德，这是治学之本。学术道德是对治学的首要要求，

也是考验学者学术品格高低的重要标准。学术道德的开展和维系主要依靠学者的良心及学术共同体内的

道德舆论[19]。它具有自律和示范的特性。然而部分大学生缺乏学术道德意识，未能了解学术道德的真正

内涵，在开展学术研究时未能树立正确的学术理想，目的不纯，急功近利，且未能意识到学术道德失范

行为给自己带来的负面影响。赵心蕊的研究表明[20]，仅 27.4%的学生能明确学术道德的定义，仅 24.3%
的学生很清楚知道学术道德失范方面的知识。由此可见，大学生学术道德意识普遍不足。 

4.2. 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 

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类。 

4.2.1. 客观因素 
1) 社会环境 
市场经济、思想文化和追求实用的浮躁氛围逐渐在社会中形成，这些使得各种信誉危机现象频频发

生。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紧密相连，尤其是随着网络文化发展下，这是大学社会不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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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的反映。 
2) 教育环境 
学术记录、项目的参与和纸质出版物是评价学习和就业的主要标准，然而大学生缺乏针对网络文化

发展背景下的学术道德的教育和培训，这也是大学教育中最易被被忽视的一点。 
3) 制度环境 
当前大学生的学术评价体系的多元化远远降低。这种评价模式使得毕业论文成为一个长期的不明确

的工作。同时研究生导师的指导以及不道德的惩罚机制不够完善，网络文化发展下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愈

发难以监督，导师的管理责任和监督作用被极大得忽略了。 

4.2.2. 主观因素 
1) 认知因素 
其认知方面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如下：不熟悉学术失范行为，对学术道德认知的态度消极以及对道德

认知的偏差等。 
2) 心理因素 
虽然大部分研究生明确反对学术道德失范，但是一些学生没有正确的学习态度，或在面对偶尔的学

术不端行为有投机和侥幸心理。 
3) 行为因素 
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也受到因较少的付出可得到更多的回报的个人利益行为的影响。 

5. 思考与建议 

5.1. 建立健全学术道德规章制度 

首先，国家政府层面上，应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实现学术监督从德治到法治的转变，法律更具有

约束力和威慑力。其次，高校应积极应对网络文化发展背景下的变化，完善有关学术道德管理条例，规

定项目立项、成果鉴定和评价的规则，明确论文写作、发表和评审的细则，完善著作编辑、出版和发行

的标准，从根本上防治学术道德失范。 

5.2. 完善管理监督和奖惩机制 

首先，建立大学生学术道德委员会[21]，使得大学生学术道德管理监督体系更加完善。委员会会长可

由资深的老教授、专家、教师担任，实际中的事务可下放到学生，从而防止和杜绝学术道德失范。 
其次，完善奖惩机制，“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提高大学生对学术道德失范的重视程度。学校广泛接

受学生的监督和举报，学术道德失范行为一经查实，当事人必须在接受思想批评教育的同时，根据情节

严重情况，接受相应的惩处[22]。学校通过对失范行为的影响程度进行具体划分，做到实施细则量化、具

体化；同时完善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举报奖励制度，对学术道德失范行为的举报者予以奖励，并做到对

于举报者的人身安全保护；对于情节严重的行为一经查实应进行严格的惩戒。 
最后，建立舆论曝光和警示制度[23]，对已经确认的学术失范行为，利用校报、校电台、校微信公众

号、校电子公告板等方式公布，学术失范信息及时的对学校学生公开，并采取监督和奖惩并重的措施。 

5.3.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1) 加强传统文化教育[24] 
将传统文化此纳入大学生培养目标，设立专门课程，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实现大学生传统文化教

育的回归，进而形成良好的学术道德环境氛围[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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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学术道德专门课程 
可开设学术规范、学术伦理、学术论文写作、知识产权法、著作权法、思想道德修养等课程。并把

这些课程作为必修课，还有学分的要求，课程不及格要进行重修，以此来增加学术道德培养的效果。 
3) 扩大德育教育范围，打造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 
从大学生入学开始的时候就灌输学术道德的思想，将学术道德教育纳入入学教育中；利用学校资源，

如校园网站、图书馆、资料室、展示板等，宣传学术道德的相关知识，将学术规范条例列在展示板、资

料室和网站上，随时随地提醒学生学术道德的重要；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可以将学术道德的宣传变得更

加有趣和有效。 

5.4. 注重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培养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且能将创新意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才能从根本上遏制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的发生。此外，高校应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开展多个方向的学术讲座，同时和国外的大学进

行学术交流，引进国外的学术理念，并结合具体学校情况，制定符合本校的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可行办

法，拓展学生深度和广度两方面的研究思维，引导学生多思考，多创新，杜绝学术失范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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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调查问卷 
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的学术道德现状探究 

亲爱的同学： 
你好！我们是天津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诚信立项研究小组。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互联网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便捷。同时，其发展也为当代大学生的学术

道德带来巨大挑战。本次诚信问卷调查旨在了解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术道德的现状，提出与时俱进

的诚信教育新理念，为我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更加全面、优质、高效的服务。 
此次问卷调查将占用您一些时间，我们将对问卷信息严格保密，希望您能给予支持，对于您的帮助

我们深表感谢！ 
 
 

基本信息 
您的性别___________您的年级___________您的专业___________ 

 
基本问题 

1.你是否有通过网络进行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 
A 经常 B 偶尔 C 极少 D 从不 
2.你觉得网络文化的冲击是否对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有影响(  ) 
A 非常大 B 有一些 C 完全没有 D 不了解 
3.你身边的同学是否有通过网络进行违反学术道德的行为(  ) 
A 经常 B 偶尔 C 极少 D 从不 
4.你身边最多的通过网络进行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是什么(  ) 
A 考试时用手机作弊 
B 写论文时从网上抄袭 
C 从网络上文章摘抄内容不注明出处  
D 身边没有这种现象 
5.你对于他人的学术道德失范行为持什么看法(  ) 
A 非常在意 B 看是否损害自身利益 C 无所谓 D 身边没有这种行为 
6.你对学术道德包括范围的了解程度(  ) 
A 非常了解 B 一般了解 C 不很了解 D 不了解 
7.你认为学术道德的重要性如何(  ) 
A 很重要 B 较为重要 C 不重要 D 不好说 
8.你觉得以下哪些行为是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可多选】 
A 考试作弊 
B 论文作业抄袭，网上购买论文或考试答案 
C 考试中充当“枪手” 
D 引用他人观点而未注明出处 
E 从别处粘贴文章应付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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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论文发表中互相挂名 
G 为取得好成绩与任课老师打招呼及行贿 
H 在评选评优中使用不正当手段 
9.你认为加强学术道德建设是否有必要(  ) 
A 非常必要 B 较为必要 C 没有必要 D 不好说 
10.你认为学术道德与诚信的关系是(  ) 
A 学术道德是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 
B 学术道德与诚信关系不大 
C 学术道德与诚信毫无关系 
D 不好说 
11.请问你所了解的学术道德规范来自何处(  ) 
A 通过学校的课程、讲座 
B 自己通过相关文件 
C 通过导师、师哥师姐 
D 通过网上相关报道 
12.你从学校教学和导师教育中学到关于学术道德规范的知识如何(  ) 
A 很多 B 一般 C 很少 D 完全没有 
13.你目前最想了解学术道德建设的哪些部分(  ) 
A 对于相关案例的分析 
B 关于处罚的规定 
C 相关法律、政策、规范文件 
D 关于论文写作格式等具体内容 
14.你是否曾有过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 
A 有过 B 没有 C 不知道是否算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D 不方便透露 
15.你是否知道身边同学有学术道德失范行为(  ) 
A 很多 B 有但不多 C 极少 D 完全没有 
 
感谢你对此次调查工作的支持，祝您生活愉快，学习顺利！ 
 

 

 

 

 

知网检索的两种方式： 

1. 打开知网页面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下拉列表框选择：[ISSN]，输入期刊 ISSN：2169-2556，即可查询 

2. 打开知网首页 http://cnki.net/ 
左侧“国际文献总库”进入，输入文章标题，即可查询 

投稿请点击：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期刊邮箱：ass@hanspub.org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8.78196
http://kns.cnki.net/kns/brief/result.aspx?dbPrefix=WWJD
http://cnki.net/
http://www.hanspub.org/Submission.aspx
mailto:ass@hanspub.org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Academic Morality of College Students under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 Culture
	Abstract
	Keywords
	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的学术道德现状探究
	摘  要
	关键词
	1. 引言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目的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调查设计
	2.1. 调查对象
	2.2. 调查问卷介绍
	2.3. 统计方法

	3. 调查结果和分析
	4. 结论
	4.1. 大学生学术道德现状
	4.2. 网络文化发展下大学生学术道德失范的原因
	4.2.1. 客观因素
	4.2.2. 主观因素


	5. 思考与建议
	5.1. 建立健全学术道德规章制度
	5.2. 完善管理监督和奖惩机制
	5.3. 加强学术道德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
	5.4. 注重大学生自主创新能力的培养

	致  谢
	参考文献
	附  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