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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2011 年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大学的立校之本和发展之魂。学风包

括学术风气和学习风气，在师生中具有很强的传播性和延展性。优良学风

是大学品质声誉、教学质量提升的根本保证和客观要求。2011 年，学校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精神，坚决反对不

良学风，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从宣传教育、制度建设、加强惩治、营

造文化等四方面入手，积极开展各项学风建设活动，促进师生形成优良学

风，取得了一定成效。现将我校 2011 年学风建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注重宣传教育，发挥舆论导向

1、重视新进师生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引导新教工和新生树立正确

的学术道德品质，自觉构筑学术道德思想防线。

在新教师始业教育培训及新进专职科研、博士后研究人员岗位培训

中，学术道德问题专题讲座已成为培训必修课。学校专门邀请有关专家举

办学术道德规范相关讲座，详细介绍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学术

论文（著作）发表的学术规范要求、学术道德问题查处案例分析等，强调

学校对学术道德问题的“零容忍”原则。2011 年共有 120 余位新教师、

70余位专职科研人员和 200 余位博士后研究人员参加相关培训。

研究生是学术科研工作的直接参与者。为让研究生新生熟知并遵守学

校关于学术规范的规定，研究生新生入学时做到“三个第一”：领到的第

一本教材是《研究生学术规范》；听到的第一堂课程是“研究生培养的学

术生态”；参加的第一次考试是“研究生学术规范网络考试”。“三个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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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一位研究生从入校起便熟知学术规范知识，在今后的专业学习和学术

研究中遵循学术规范的标准，形成严格学术自律、坚守学术诚信的良好学

风。2011 年 9 月，研究生新生始业教育培训时，杨卫校长为研究生新生

做关于“研究生培养的学术生态”报告，用一个个生动案例，引导研究生

强化学术道德和学术诚信为立身之本的意识。

2、加强研究生导师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学风教育，以师生联动将学风

教育深入师生教、学、研中去。

研究生导师是践行学术道德的示范者，导师自身要以严谨治学的精神

和认真负责的作风感染教化学生，成为言传身教的榜样。研究生的学术行

为深受导师的影响，导师的行为直接潜移默化地影响研究生，导师的学术

规范教育可以更快更有效地使研究生建立学术规范意识。2011 年，“求是

导师学校”聚焦学术道德，呼吁研究生导师身体力行，做有良好声誉的科

学家，培养出具有良好科学研究职业道德素质的研究生。

3、利用学校大型系列活动和全校性工作会议，宣传有关学术规范和

考风考纪等内容，广泛开展学风教育。

2011 年，学校统一购买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织翻译并由六部委

科研诚信建设机构共同推荐的《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

一书，下发到各个院系分发给师生学习宣传。2011 年，在学校科技工作

专题会议上，邀请院士就《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有关内容作

专题报告，强调学术规范、重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对于促进科研的重要

性。会后，积极联合学工部、宣传部就《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

作专题解读，要求各单位充分利用多种宣传渠道和途径，认真学习《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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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加强对广大师生的学术规范培训指导，弘

扬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修养。

2011 年，党委学工部组织全校班主任召开“诚信考试教育”主题班

会，编发了“纪律教育材料”——讲解《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有

关违反考场纪律和考试作弊的条款；通报 2011 年学生考试违纪情况和往

年典型考试违纪事例，以倡导学生弘扬求是学风，严肃学校考风考纪。党

委学工部还与校团委等合作，在全校范围开展“校风学风建设周”系列活

动。通过形式多样的学风建设活动，如“学海导航节”、“院长·名教授

论坛”、“博士生论坛”等，引导广大学生践行求是学风。

4、以评奖推优为载体，大力宣传在践行学术道德规范和优良学风上

获得好评的行动标兵，营造积极向上的人文环境。

2011 年学校启动浙江大学第二届师德标兵和师德先进个人评选表彰

活动，积极做好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工人先锋号、省五一劳动奖状、

浙江省师德标兵等推选工作。推选出的先进教师具有广泛代表性，有教授、

学科带头人、教学名师、教坛新秀等，他们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和教书

育人的骄人业绩，成为学校优良师德师风的践行代表。如农学院喻景权教

授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化学系王彦广荣获“浙江省师德标兵”和全国

教育系统职业道德建设标兵荣誉称号等。

2011 年学校创优争先“151 计划”评选活动中，通过评选表彰 10位

“五好”导学团队，50 个“五好”研究生党支部和 100 名“五带头”研

究生党员等形式，发挥优秀模范在优化学风建设方面的示范作用，在全校

研究生及其导师中掀起学习先进、争当模范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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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党委学工部继续编制《优秀学生的成长足迹》，收集 12 位本

科学生竺可桢奖学金获得者个人成长过程中的感想和体会；举办了“优秀

学生的成长足迹”为题的沙龙、讲座，包括 2011 级学生在内的 1000 余名

同学直接受益；收集汇总了 2011 年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代表优秀事迹，推

荐计算机学院本科生谢丹参加“浙江省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报告团”，在省

内其他高校巡回演讲。

二、制定行为规范，强化制度保障

制度建设是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

的学风制度，对规范师生学术行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形成优良学风具

有重要作用。学校非常重视规范学术行为，严肃考风考纪，维护学术道德，

营造优良学风等工作，通过制度建设来规范约束师生行为。

学校先后制定了《浙江大学学术道德行为规范及管理办法》、《浙江

大学研究生学术规范》、《浙江大学科技项目过程管理办法》、《关于进

一步规范学术论文（著作）发表的通知》、《关于成立浙江大学教师学术

道德问题调查工作组的通知》、《浙江大学学位委员会调查委员会工作规

程（试行）》、《浙江大学本科生学术道德问题调查规程》、《浙江大学

教职工行政处分规定》、《浙江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2009 年 12 月修

订）》等规章制度。2011 年学校继续执行并与时俱进完善上述相关制度，

强调依法治校、照章办事，公正透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端正学风。校学

位委员会还专门设置处理学术规范问题的专门委员会——校学位委员会

调查委员会，对研究生学术规范问题进行及时的调查与审议并提出建议处

理意见，并将审议结果向校学位委员会汇报，由校学位委员会做出处理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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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前，还正在研究制订《浙江大学学术不端行为认定和处理实施细则》，

进一步规范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学校还制定相关配套制度，比如专门设立学术失范举报制度，公布专

门举报电话、举报邮箱；设立学术规范承诺制度，新生入学和完成学位论

文两个环节上，设置学术规范承诺的内容，签署《学术规范承诺书》；在

教师职务晋升中，要求教师对提ǵ材料的真实性和Ƕ合学术规范作出承诺

等等。2011 年还Ƿ对本科教学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重新修订了《浙

江大学本科教学事Ǹ认定与处理办法（2011 年 12 月修订）》，对本科教

学中新出现的ǹǺ正常教学ǻǼ以及原教学事Ǹ与处理办法ǽ做出Ǿ定

的情况做出明确认定与处理。

学校还建立科学的学术评ǿ制度，强调质量导向，Ȁȁ学术创新。通

过对教师和学生的学术评ǿ制度改革，引导师生ȂȃȄȅȆ利的ȇȈ学术

风气。在教师职务晋升、岗位ȉ任、考Ȋ评ȋ、评奖评优，以及学生论文

Ȍȍ与评审、学术奖项评定等方面，建立起公开、公Ȏ、公正的评ȋ制度

与考Ȋ标准，形成良好的学术科研ȏ围，Ȑȁ师生ȑ出创新性成果。2011

年，学校在认真做好教师职务评ȉ、岗位ȉ任等工作基Ȓ上，还认真做好

研究生德育导师评比工作。2011 年评选出 7ȓ 位优秀研究生德育导师，调

动了广大研究生德育导师工作积极性，发挥研究生德育导师在研究生思想

政治、事务管理、学风建设中的重要作用。Ȕȕ，2011 年新Ȗȗ可法奖

学金、国Ș奖学金、先正ș农业奖学金、中国Țț奖学金等 4项ȕ设研究

生奖学金，学校积极做好各Ȝ奖学金的评定工作，Ȁȁ广大研究生向优秀

学生学习。



6

三、加大惩处力度，完善ȝȞ机制

加强ȝȞ和加大惩处是学风建设ȟ好的防Ƞȡ。学校不Ȣ完善教师、

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教师教风和学生学风等的调查处理机制，接受ȣ会舆

论对学术不端行为的Ȥȥ举报，设立办公Ȧ并ȧȨ专人受理署名举报ȩȤ

ȥ，处理有关调查处理事Ȫ。

良好的教风ȫȬ引导良好的学风。为严格教学纪律，端正教风，学校

对教学过程中发生的教学事Ǹ、对教学事Ǹ责任人，严格ȭ照教学事Ǹ认

定与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四、推动文化建设，营造优良ȏ围

学校积极创造条Ȯ，发挥和组织ȯ年教授联Ȱ会、ȱ教授联Ȱ会等ȣ

团组织，开展学术Ȳȳ等活动，营造ȴȵ学术ȏ围和良好学术风气。2011

年，ȯ年教授联Ȱ会开展了促进ȯ年发展的“ȶȷ论坛”；ȯ年教授结对

新生的“启真计划”，推动了学科Ȳȳ和师生ȸ动。ȱ教授联Ȱ会关注ȱ

性高ȹ次人ȫ的成长与发展，为ȱ性教师Ⱥ建ȎȻ、营造ȏ围。学校ȼ通

过召开新晋升ȱ教授座Ƚ会，了解Ⱦ们生活和工作ȿ求，为学校ȱ性教师

成长创造各种有利条Ȯ。

学校还积极引导和ɀɁ学生ɂɃ参加学术科技活动，组织Ʉ报各Ȝ科

技创新奖，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Ȭ力。2011 年，举办了第三届Ʌ

Ɇ博士生创新研ɇ会，展开浙江省大学生科技创新活动计划（新Ɉ人ȫ计

划）项目建设及ɉ收工作。Ȕȕ，为Ɋɋ学术规范教育内容与形式，通过

邀请专家学者做学术报告、开设讲座、党团活动、ȣ团活动等多种形式，

活Ƀ并Ɋɋ校Ɍ学术气ȏ与科研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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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对学生创新创业活动的引导、组织与实施，Ɋɋ创新创业活动的

内容，通过论坛、讲座的形式开展创业宣传教育、建立基地的形式举办多

个创业素质ɍ展班、举办多形式创业大Ɏ和浙江大学第二届创业博ɏ会等

活动，多渠道提升学生创业实ɐȬ力，调动研究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

风建设。

总之，学风建设是一项长期ɑɒɓɔ的系统工程。在 2011 年各项工

作基Ȓ上，学校将继续ɕ学风建设作为一项ɖ常性事务常ɗ不ɘ，进一步

健全学风建设机构、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不Ȣ完善学术规范制度，健全学

术不端行为的查处机制，以优良校Ɍ文化环境感召学校优良学风；以优良

的学风促进人ȫ培养质量的不Ȣ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