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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 2013年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软实力的重要表征之一，优良的学风

是高等学校迈向世界一流大学的根本保证。学风建设是凝聚大学核心竞争

力，加快内涵发展、提高教育质量的战略性举措。一直以来，浙江大学非

常重视学风建设，将学风建设作为学校常抓不懈的长期任务来推进。《浙

江大学 2013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加强道德素质教育和学术诚信建设，营

造良好校风、教风和学风，作为 2013 年度学校文化建设的工作内容。现

将 2013 年度学风建设工作总结如下：

一、宣传教育常态化，抓好师生入校的第一课

2013 年的新教师始业教育的首场报告中，林建华校长就师德师风和

学术道德建设为新教师上了进校后的第一课。他一一分析了学术不端行为

的各种类型，以典型案例阐述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危害，强调学校对此

类行为“零容忍”，告诫新教师切勿触犯底线，殷切希望每一位新教师注

重学术的科学精神，保持严谨科学态度。

在教师节庆祝大会上，学校组织新教师进行师德师风宣誓，2013 年

度心平杰出教学贡献奖获得者张振跃老师为新教师领誓。新教师进校后，

学校还要求各院系积极为青年教师配备经验丰富、师德高尚的资深教师作

为其职业导师，通过优秀资深教师的行为示范、言传身教，培养新教师严

谨治学、教书育人的良好品格。

为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学术规范教育和学风建设，面向 2013 级研究生

新生，学校在新生报到、始业教育等环节中有针对、有重点地实施开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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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学术规范教育活动，在 7000 余名研究生新生中实现了“网上测试

全覆盖、资料发放全覆盖、讲座报告全覆盖”。

通过研究生迎新系统，将学术规范考试和实验室安全考试放在了研究

生新生入学前，要求新生必须在网上通过答题考试后才能入学注册；同时，

研究生新生服务网推出 6大门类的《学术规范》电子版本，方便新生提前

学习和熟识。入学后，学校向每一位新生发放所属学科的学术规范，并在

开学典礼上特别设置研究生模范遵守学术规范倡议和校领导向新生发放

学术规范环节，通过仪式教育进一步强化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自觉和重

视。

二、树立典范，引领学风

浙江大学专门设立面向教学一线教师的“心平奖教金”，最高奖金额

度为 100 万元，重点表彰功底扎实、业务精湛、教学效果卓优、关爱学生

成长的优秀教师，以此树立爱生重教标兵，激发浙江大学一线教师的工作

热情，在全校形成爱岗敬业、奋发向上、教书育人工作氛围。2013 年评

选出 8位获奖教师，其中 2位获得最高奖。

为了让更多的师生关注学术、了解学术，拓展学术视野，激发学术兴

趣，培育和弘扬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学术氛围，使

“学术为大学之灵魂”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浙江大学 2013 年举行了年

度十大学术进展的评选。通过推荐、遴选，共有 21个项目入围十大学术

进展，通过全校师生的网络投票，最终确定 10项为年度浙江大学十大学

术进展。

充分发挥优秀学生的示范引领作用。为了让广大同学更好地了解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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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成长的背后故事，分享他们的成长历程，踏寻他们的成长足迹，党委

学生工作部指导学生成立优秀学生发展联谊会，举办形式各样的讲座、沙

龙、经验交流会等活动，给学生提供一个交流分享的平台。2012-2013 学

年，学工部开展“踏寻优秀学生成长足迹”午后沙龙系列活动，并指导

OSDA 成功举办诚信考试签名以及“竺奖零距离”、“国奖有约”等系列主

题沙龙，编纂《追逐梦想 超越自我——优秀学生成长的足迹》宣传册。

2013 年，在做好“十佳大学生”、“竺可桢奖学金”等常规评奖评优

工作的基础上，立足研究生学习科研实际，党委研工部继续组织开展了研

究生“求是学术之星”和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两个年度专项评选，通

过选树和宣传先进典型，推进研究生学风建设。2013 年，评选出研究生

“求是学术之星”10名，并在 2013 年体育文化节闭幕式上专设表彰颁奖

环节。

“五好”导学团队评选旨在进一步推动导学关系和谐发展，鼓励导师

合作指导研究生，倡导爱生如子、尊师重道、同学互助、师生共进的优良

风气。2013 年共评选出 10个研究生“五好”导学团队和 9个提名奖团队，

并于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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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造导学共进、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同时，以前两届

团队建设事迹为蓝本的专题书籍《青蓝辉映求是路》于年底正式出版。

三、制度建设规范化，调查惩治程序化

2013 年出台的《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实施意见》

中专门针对学术诚信建设方面进行了规定。严格执行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

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有关文件精神，把学风建设纳入综合管理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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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建设之中，实现学风建设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不端行为查处机制“三

落实”、“三公开”。加强教育引导，弘扬科学精神，抵制投机取巧，力戒

浮躁风气。改进科研评价导向，建立教师科研诚信档案。加大对学术不端

行为的查处力度。积极探索学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努力把优良学风内化为

师生的自觉行为。

2013 年 10 月出台了《浙江大学关于深化科研工作内涵发展的若干意

见》，加强科研项目管理，强化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精细化管理，建立健

全分级管理体系，强化学校科研项目管理的主体责任，明确学院（系）的

监管责任，落实项目负责人的直接责任，加强对科研经费使用的监管，保

障科研工作的内涵发展。

对于收到的各类学术不端行为举报，学校建档立案，建立专门调查委

员会及其调查工作组，形成一套缜密的调查处理程序，确保公平、公正处

理每一起师德师风失范案例。通过惩处师德失范行为，积极引导和督促教

师树立正确的行为价值观和职业道德，营造崇尚优良师德师风的校园文化

氛围。2013 年，学校修订印发了《浙江大学教职工行政处分规定》。该规

定专设一条款对学术不端行为，按情节轻重，规定给予警告、记过、降级、

撤职、开除等处分，完善学术道德的惩处制度。

通过几年努力，我校每年受理举报并调查处理的案例数呈现下降趋

势。2013 年，学校共接到 3例学术不端行为举报，经对被举报人学术诚

信问题进行调查后，2例未发现被举报人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的行为，1

例处在调查阶段。

加强对学生违纪情况的跟踪分析，及时对多发性违纪现象进行警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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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利用各种典型案例进行纪律教育。全年共处理学生违纪事件 34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