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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学术道德的基本内涵进行解析，对比国内外学术道德内涵的发展及特点，从学术道

德基本内涵的定位、内容、要求、本质等方面，探求当下高校建设中学术道德基本内涵建设的新思路，

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进行了展望，希望本文对高校学术道德建设能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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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compar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cademic ethic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explores new ideas for the basic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academic ethics in the current university construction from the positioning, content, 

requirements, and essence of the basic connotation of academic ethics, hoping that it can be helpful to the 

academic morality i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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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道德基本内涵概述 

1.1学术道德基本内涵解析 

学术道德是道德的一条分流，解析

学术道德的内涵首先追溯一下道德的

定义，狭义上的道德是指人们的社会生

活及其行动的准则规范和伦理的教化

要求，是在社会生活中对人们行为规范

起到约束作用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因

此学术道德是表现在学术界的一种社

会意识形态。同时在查阅现有的学术论

文时候可以看出不同的学术论文对学

术道德内涵的解析界定也有不同的陈

述表达。例如“学术道德是学术界为保

证学术活动健康有序进行而共同形成

的道德准则”再有“学术道德是学术研

究及相关活动中参与者应遵从的行为

规范总和”等。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学

术道德就是学术界根据社会舆论、传统

习惯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

来协调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之间的

行为准则，它涵盖实事求是，勇于探索，

勤奋好学、诚实守信、严谨治学、不弄

虚作假、不剽窃、不侵犯他人知识产权

等诸多要素，主要呈现于学术良知、学

术品格、学术素养以及学术诚信四个伦

理维度上。 

1.2学术道德基本内涵意义 

学术道德基本内涵对于高校学术道

德的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于营造

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环境起到重要的作

用。研究人员对于学术的定义：在某一

专业性学科领域内，进行系统深入的理

论研究，并在理论指导下进行实践探索，

最终得出具有创新意义的结论。学术道

德内涵对于维护学术科研创新能力具有

积极意义。学术道德的真正内涵是在精

神层面对从事科研人员的人群行为方式

以及思想的一种规范。高校的学风以及

学术环境建设需要深入到对学术研究者

个人素养的培养。科研人员是国家科技

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个人科研水平以

及科研道德素养是推进科研工作进展的

重要动力，因此，学术道德方面的建设

就显得极为重要了。立足高校学生综合

素质培养的角度，普及学术道德基本内

涵，对于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价值

观，培养良好的科研道德规范能起到重

要的作用。 

2 学术道德基本内涵的发展及

特点 

2.1国外学术道德基本内涵的发展

及特点 

美国各高校不仅是将教学与科研作

为主要的高校建设的目标，同时也非常

重视学术道德的建设。美国的高校会将

学术诚信融入教学的所有的环境里，例

如，学校的宣传，学校的网站，更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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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举办学术建设诚信活动，讲座，研

讨会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对于

教师、学生具有很好的引导作用。例如

麻省理工学院等都为大学生和研究生

专门开设了学术道德学术规范的课程

等，而且对于学术道德规范课程会有专

业的老师培养与培训，讲师与导师以及

各类师资人员都会定期进行培训学习，

从而达到给学生起到很好的指引与模

范的作用。 

英国大学生入学的那一刻就开始

接受学术规范的学习，让学生深刻的认

识到学术不端的后果以及其严重性。如

北安普顿大学，开设剽窃消除课程选修

课，将学术规范融入到专业课学习全过

程，在提升学生专业学术能力的同时，

保证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大大推动学术

研究的专业性，加上学术选修课对学生

的学术道德培养就有良好的教育和引

导作用。 

2.2国内学术道德基本内涵的发展

及特点 

在国内，诚信一直都是中华民族的

优良传统，它一直作为审视学术的一个

基础标准，其在学术道德建设中还有很

大的进步发展空间，同时在高校的学术

教育中并没有建立成成熟体系。而国内

在推进课程改革的时候，更是需要全方

位的实现素质、教育、改革、道德等各

方面的完善，建立出满足于21世纪的学

术道德素质教育基本要求的教育教学

管理体系，国内的各大高校也在按照这

一需求趋势，来强化和加强自身的学术

诚信的标准。所以国内高校的学术道德

基本内涵也随着课程改革与教学管理

体系的发展不断的扩展与外延，虽然还

是不够与时俱进，但国内的学术道德基

本内涵是在诚信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

服务社会为标准，保障学术成果，坚持

实事求是，尊重崇尚真理的基础上逐步

发展的。 

3 当下高校建设中学术道德基

本内涵的新思路 

3.1当下高校建设中学术道德基本

内涵的本质 

学术道德的基本内涵一般涉及两

个方面，一为主攻科学研究创造的学

术层面，另一方面为研究伦理价值和

行为规范的道德层面。高校的建设主

要目标是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优良

的学术道德则是建设高校培养优质人

才最为根本保障，良好的学风建设是

高校培养学生的基础。学术道德是高

校提升学术水平和培养锻炼科学研究

能力的一项重要措施，学术道德水平

的提高能够从根本上促进学术规范发

展，对增强高校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

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一定程度的促进

意义。优良的学术道德是学校的治学

之本，更是培养高校学子人格品质的

重要标尺，高校要在培养人才的学术

成绩前提下踏实的做好学风建设，这

需要教师言传身教，做好模范作用，

坚决的抵制学术造假，禁止抄袭。学

术道德建设与高校的学风建设密切相

关，是高校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总

体呈现，所以高校建设应将道德培养

作为教学目的的首位，为社会培养高

层次、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

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对整个社会道德

风气的形成发展具有很好的示范引领

作用。 

3.2当下高校建设中学术道德基本

内涵的内容 

良好的学术态度。学术态度不仅是

学者对于所学学科勤勉、严谨的学习态

度，也包括对于学术成果的积极追求以

及学术成果的原创性。以教育为主，以

制度为辅，帮助学者们树立正确的学术

态度，从而建设良好的高校学术道德风

气。把握学术态度在高校建设学术道德

基本内涵中的首要作用。从学术态度出

发，先思后学，多维度帮助学者建立对

于学术应有的正确的学术态度，从而培

养优秀的高校学术人才。 

正确的学术理念。正确的学术理论

指在进行学术研究之前学者脑海里所形

成的研究模式或者说是研究理念。正确

的学术理念指对于一项学术研究，端正

学术态度后应该有正确的研究规范准

则。例如，借鉴而非抄袭学术成果，自

我研究而不是改写或窃取他人研究成

果。在我国，法律规定了部分道德规范，

学术理念便是学术道德基本内涵中的硬

性指标部分。建立正确的理念思维模式

控制自我的学术道德，规范自身学术行

为，并且通过制度和教育为学者们建立

正确的学术理念。 

学术成果的原创性。近年来，学术

成果的抄袭不仅仅引起了学术界的注

意，也受到了社会上广大民众的热议。

各大高校也逐渐加强、规范对于学术成

果原创性的要求，并且出台了对于学术

成果原创性要求的细则，但仍不够完善，

目前较多高校只注重于查重率，而非更

加科学的方式把控。不仅要为树立良好

的学术道德风气建立基本制度规范，通

过制度把控学术成果的原创性，同时引

起学术界对于成果原创性的重视。同时

也要建立科学严谨的学术成果审查长效

机制，通过对于学术成果的严格管理建

设高校学术道德。 

4 学术道德建设基本内涵的发

展趋势 

4.1学术道德建设基本内涵的与时

俱进 

分析相关研究成果发现，新世纪以

来我国高校学术道德研究虽然专业上有

所指向，但整体上的研究角度过为狭窄。

跨视角研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则导

致对于学生的心理，文化，哲学等方面

有所欠缺，更是缺乏综合性视角的学术

研究，同时各高校对于学术探索相对较

少， 在如今更应当与时俱进，许多发达

国家的著名高校的学术道德建设的经验

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应用的地方。

可以从现实角度探索各高校的学术道德

问题，借鉴一些加拿大和美国高校对于

学术道德的学术论文，能够拓展学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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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深度，从而将扩展学术道德建设的

广度与深度，才能做到在学术道德建设

的与时俱进。 

4.2学术道德建设基本内涵的长远

规划 

如今社会是资讯爆炸的信息时代，

所以信息的真实性、权威性至关重要。

从信息的角度看，学术道德建设中，对

于人才培养的诚信方面则是最至关重

要的，一旦信用出现问题，信息的可靠

性会遭到质疑，那么何谈学术的严谨性

与权威性，这会导致在大量的真实信息

变得真假难辨，鱼目混珠，大大降低各

行各业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由此产生的

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要坚决杜绝学

术不端行为的存在。学术不道德行 为

始终无法杜绝，学术的权威性代表着不

仅是学生，老师以及高校的权威性。更

是代表着未来行业、社会、国家在于学

术探索上的权威性。所以增强学术道德

的规范制度是目前以及未来各高校的

首要目标。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在分析学术道德的

发展历史以及其中所暴露出来的问题，

对高校建设的分析来了解高校建设中学

术道德发展提供新思路，改变印象中的

刻板印象与模式，形成最符合这个时代

的学术道德内涵的发展路线。文章认为，

在当今的信息时代，高校对学术道德的

基本内涵提出新要求，需要适应高校的

新目标与新方向。学术道德建设与时俱

进才能更好地推动高校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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