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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2012 年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大学学习和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探索真理、揭示真理、捍卫真理的

过程。高尚的科学道德，严谨的治学精神是大学优良学风的集中体现，是

大学精神之所在，是大学立校之本、发展之魂。2012 年，学校一方面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完善制度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科学和谐的学术研究氛

围，另一方面坚决反对学术不端、学风不良行为，加强防范监督，有效遏

制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促进优良学风的形成。现将我校 2012 年学风建

设情况总结如下：

一、强化始业教育，把好学习科研第一关

学校非常注重新入校师生的始业教育，尤其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作

为重点工作列入教育培训课程。2012 年，140 余名新任教师、70 余名新

进专职科研人员、300 余名新进站博士后在始业教育培训中，均接受了学

术道德培训。杨卫校长还特为新进教师做《学术道德建设的案例研究》专

题报告，通过对 18个生动翔实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勉励新教师

从一开始就要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不仅要追求学术研究的高质量，更

要崇尚学术研究的严谨、求真务实精神，规范自己和学生的学术研究活动。

学校首次在研究生新生报到之前，开展学术规范考试和实验室安全考

试。新生必须在网上通过答题考试后方能入学注册，从而强化研究生新生

的学术规范意识。入校后，杨卫校长为全体研究生新生做了主题为《研究

生培养的学术生态》的始业教育报告，阐述了学术生态由创新生态、和谐

生态、诚信生态和开放生态组成。他结合自身学术生涯和校内外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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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典型案例，就同学们参与学术生态的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并重点强

调要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各院系还将学术规范教育密切融入始业教育

的过程中，通过规范解读、专题辅导、院士报告会、导师见面会等

多种形式，宣传和讲授研究生学术规范，2012年共计举办宣讲类活

动 30余场，不少院系还面向全校研究生新生精心设计了学术规范方

面的开放活动，扩大活动受益面。学术规范教育已经构成我校研究生新

生始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因其启动早、形式新、力度大、内容实等特色，

受到校内外媒体高度关注。中国科学报在 2012 年 9 月 19 日第六版以《浙

大新政：开学先考学术规范》为题头条报道我校 2012 年研究生学术规范

教育的新举措和新亮点，多家权威网媒体亦纷纷转载，普遍表示浙江大学

今年的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提炼鲜明”而“与众不同”。

针对本科生新生，学校特邀请了校长杨卫、副校长来茂德、本科生院

常务副院长陈劲、学工部部长金海燕等名师为新生作报告，围绕“在浙大

成长——浙大的历史、现状、理念与教育”、“大学‘三联律’”、“在浙大

追求卓越”、“适应与成长”等主题，帮助广大新生了解大学教育、体悟求

是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从迈入大学的第一步起为今后科学严谨地学习研

究打好基础。

二、优化工作机制，把好学风建设过程关

2012 年，学校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国发[2012]41

号）以及教育部等六部委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等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结合我校实际，出台了《中共浙江大学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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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若干意见》（党委发[2013]15

号），建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建设工作机

制，构建完善科学合理的师德考评体系，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绩效

考核、职务评聘、评优奖励的首要内容，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德、学

术规范等的教育融入职前培养、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为强化

专任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学校出台了《浙江大学“育人强师”全员培训

方案》，定期组织开展多项培训活动，如新教师始业教育培训班、新晋升

副高级职称人员研修班等，将培养良好师德作为培训主题，把“立德

树人”理念融入育人工作的全过程，贯穿于学校管理、课堂教育与

实践教育的各个环节。

积极引导学生秉承求是学风，结合大学生可塑性强，配合积极性

高的特点，在大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中开展形式多样的学风建设活动。

本科新生入学时，紧抓学风建设意识；学习阶段，开展学习和学风

督导；考试时，全面开展考风考纪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

部分学院、学园还积极引进专业院系师资力量共同打造科学的学业、

学风互动平台，邀请院士、教授开展讲座或互动交流会，在学术思

维引领成长的同时强化同学们的学术诚信意识。

三、依托评奖评优，树立学术规范典型模范

2012 年，学校首次启动了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评选，在全校范围内

开展了“十佳大学生”、“竺可桢奖学金”、研究生“求是之星”、研究生“五

好”导学团队等先进评选工作。

首届浙江大学心平奖教金评选中评选出的 8位教师都是师德高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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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学生喜爱、在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一线教师。心平奖教金的评选

采取网上投票方式，参与的师生通过自己对候选教师的直观了解或者通过

候选教师的典型事迹投票；学校还通过校报连载心平奖教金获得者的事

迹，通过电视访谈等形式让学生与心平奖教金获得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

这些举措以鲜活的形式弘扬优良师德师风，让师生不再认为师德师风是一

种抽象的意识形态，自觉以优秀教师为榜样，让优良师德师风贯穿到自己

的教与学各个环节，营造求真务实的科学研究氛围，提升优良的学术道德

修养。

针对学风具有很强的可传播性及延展性，学校组织了 2011-2012 学年

优秀学生表彰大会，通过校“十佳大学生”、“竺可桢奖学金”等各类奖学

金、研究生“求是之星”等各类荣誉称号获得者的表彰，向全校学生传递

求是创新的正能量，激发学生学习热情。“求是学术之星”重点培育和挖

掘在学术、科研方面有突出成果的研究生，倡导优秀研究生发挥良好的榜

样示范作用并积极引领、帮助所在学科、实验室、科研团队成员共同进步。

2012 年，评选出研究生“求是学术之星”10名，并在 2013 年登攀节开幕

式上专设表彰颁奖环节。在 2011 年第一届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评选

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评选标准和评审环节，开展了第二届评选活动，通过

通讯评审和现场答辩共评选出 10个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和 10个提名

奖团队，并于 2013 年 1 月召开浙江大学研究生导师“教书育人”表彰会

对这些团队进行集中表彰。

四、建立师生联动机制，营造良好学风氛围

学术诚信是优良学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提高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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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全校班主任召开“诚信考试教育”主题班会，倡导学生弘扬求是学风”。

依托院系、学生会在全校层面开展“学风建设月”系列活动。党委学生工

作部与校团委合作、以各院系为支撑，以学生会等社团组织为桥头堡，开

展了诸如“树优良学风、拒沉溺网游”签名共勉、“强组织•增活力•抓学

风•启新程” ——党员学生骨干动员大会、“求是小讲堂：优秀学长答疑

解惑”、“我最喜爱的老师”现场评选以及“外设助学金活动月”、“学生资

助政策宣传服务月”等系列活动，加强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

教师作为践行学术道德的示范者，强化教师的学术道德规范和学风建

设，可以更快更有效地引导学生建立学术规范意识，将学风建设深入师生

的教、学、研过程中，形成学风建设的师生联动机制。2012 年 9 月，以

美国科学促进会与中国科协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中美科学道德诚信案例研

讨会”在中国杭州召开为契机，继续办好“求是导师学校”，特在玉泉校

区邵逸夫科技馆举行了浙江大学科学道德报告会。学校邀请了来自中美五

所高校科研道德方面的专家聚焦学术诚信，推广全球科学界的学术道德，

为博士生导师和研究生奉献了一场有关科学核心价值及道德责任方面的

教育盛宴。依托“求是导师平台”，通过科学报告会等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引导教师和学生共同提升科学道德和学术诚信的意识，并贯彻实践。

五、预防与惩处结合，健全长效防范监督体系

学校学工部、研工部等部门认真做好学生违纪案件的预防、查处和教

育工作。本科生院编写了《纪律教育材料考试违纪专题》，用于新生纪律

教育。在学生考试周，建立标准化考场，实施随机排位，进行视频监控，

加强监考和巡考力度。研究生院通过组织学术规范考试、发放学术规范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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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集中学习学术规范等形式，进一步推进和落实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

各部门联席建立奖惩委员会认真做好学生违纪案件的查处和教育工

作。对学生违纪情况，尤其是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跟踪分析，及时对多发性

违纪现象进行警示与防范，利用各种典型案例进行纪律教育，做到预判防

范在先、处罚教育及时、警示教育经常，有效规范和引导学生科研学术行

为。对学风不良的学生予以批评教育，对严重违规违纪者按学校有关规定

进行处理。

学校通过不断完善教师、学生学术不端行为、教师教风和学生学风等

的预防和调查处理机制，将预防与惩处相结合，切实加强制度建设和管理

模式，建立健全长效防范监督体系。

科学道德和学风师风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2012 年，学校充

分利用好新生入学、新教工入职的契机，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师风建设融入

始业教育中，尽早养成优良的科学道德和严谨的学术意识；定期开展专题

学习、讲座报告等日常教育培训活动，将科学道德和学风师风建设融入过

程培养和教育中，引领师生将科研诚信作为自觉的追求；通过制度建设、

监督防范等相结合的方式，逐步建立“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的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体系，努力探索研究型大学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

长效化、常态化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