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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学风堪忧成因及对策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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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２０１１年中国科协发布《关于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知》以来，教育部制定了一系列
加强学风建设的政策措施，但研究生学风问题还是没有很好地得到解决，照抄作业、考试作弊、论文作假等问题比较普

遍。究其原因，主要是生源质量下降、文凭至上的缺陷、教育管理不力。解决的对策是优化学风环境，刚化制度约束，强

化导师责任，净化社会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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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生学风建设的背景
２０１１年９月中国科协发布（第 ３８号文件）《关于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

知》［１］，要求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要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主要宣讲科学精神、科学道

德、科学伦理和科学规范，自２０１１年开始，所有研究生培养单位每年都要对新入学研究生开展宣讲教育
活动。有条件的单位应逐步把宣讲教育活动的对象扩大到高年级本科生和青年教师。２０１１年１２月
《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２］颁发（教技［２０１１］１号）；２０１２年初教
育部启动“高校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同年初发出《教育部关于报送高等学校
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的通知》［３］（教技司［２０１２］１０号），要求各单位开辟学风建设专栏，公布２０１１年学风
建设年度报告，报送学风建设优秀科学家和团队、学风建设实施细则以及学风建设联系人。２０１２年４
月２６日教育部又发出《关于报送高等学校学风建设实施细则的补充通知》［４］（教技司［２０１２］１１１号），
明确对各单位报送情况将在教育部学风建设工作会议上进行通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１３日教育部发布第
３４号令，颁布《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５］，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施行，为处理学位论文作假行为提
供了政策依据。２０１３年４月２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学风建设情况专项汇报会。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５日教育
部发出《关于上网公布学风建设“三落实、三公开”有关材料的通知》［６］（教技司［２０１４］８９号），２０１４年９
月１１日，经过批准，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和直属高校学风建设专栏网站和教育部门户网站———“高校
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专栏建立链接，从专栏可以直接浏览各单位学风建设网站。２０１４年是
高校学风建设专项教育和治理行动（２０１２－２０１４）的收官之年，“挂网”工作的完成，标志着构建了全国
全程覆盖、全时覆盖的学风建设立体体系，推进了学风建设工作的长效化和制度化，营造了高校风清气

正的学术氛围。社会公众可以在教育部、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直属高校和地方高校的学风建设专栏查询

到该单位学风建设信息，对高校的学风建设工作起到了社会监督作用。该举措也可增进公众对科学研

究和学术诚信的了解，起到诚信教育和示范作用。２０１４年９月１６日，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
讲教育报告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报告会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院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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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镛院士、杨乐院士、杨卫院士作宣讲报告，教育部副部长杜占元主持了大会。首都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６０００多名研究生新生现场聆听了报告。２０１５年８月２９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六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二百八

十四条之一：“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为他人实施前款犯罪提供作弊器材或者

其他帮助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为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向他人非法出售或者提供第一款规定的考

试的试题、答案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

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这就把学风里面的考试作弊上升到了法律的层面，考试作弊

行为不仅受到道德的谴责，而且情节严重的会受到法律制裁。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９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７］（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意见”指出，“良好的学术环境是培养优秀科技

人才、激发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力的重要基础。”２０１６年３月３１日教育部发布《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强
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８］（教党函［２０１６］２４号）：“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加大查
处力度，加强警示和震慑，优化育人环境和学术氛围，现就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１）落实学风建设主体责任。（２）制订明确查处细则。（３）进一步健全工作机制。（４）改
革科研评价考核办法。（５）实行通报问责制度。对于学风建设工作不严不实、学术不端行为查处不力
的部属高校，出现一次记录在案，出现两次由教育部党组相关负责同志约谈涉事部属高校党委主要领导

或高校主管部门相关负责人，出现三次列入我部学风建设不良记录。每年年底在教育部网站通报学风

建设不良记录。”政府主管部门如此重视高校学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管理措施，力求“高校学风建

设形势正发生趋势性扭转”。那么，当下高校学风建设特别是研究生学风建设现实状况究竟如何呢？

笔者对此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成因和对策探讨。

２　研究生学风现状调查
为深入了解在校研究生学风现状，笔者遵循实证研究思想，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设计了《研究生学

风与学术规范现状调查问卷》，对 Ｃ校部分在校研究生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共设计３８道问题，
包括研究生学风和学术规范认知两个方面，其中研究生学风调查问题１９题，学术规范认知调查问题１９
题。所有问题的回答项全部是单项选择。问卷初稿形成之后，先在 Ｃ校 Ｄ校区进行了预调查，发放预
调查问卷５６份，回收有效问卷５６份，并对部分被调查研究生进行了访谈，征求他们对问卷设计问题的
合理性和针对性的意见，然后对问卷进行了修改，形成正式的《研究生学风与学术规范调查问卷》，之后

分别在Ｃ校的Ｄ校区和Ｗ校区研究生中进行了调查，发放问卷２８０份，回收有效卷２６３份，回收问卷有
效率９３．９％。经过统计，得到了有效调查数据。Ｃ校已有６０多年的办学历史，是湖北省属重点高校，具
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研究生规模不小，每年有２亿多的科研经费。此次问卷调查对象主要是该校 Ｗ校
区研究生，是科研活动比较活跃、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一级学科较多的几个学院，其研究生现状应该可

以代表该校的水准。本文仅就该校研究生学风方面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

对研究生学风现状的判断。为客观了解在校研究生对学风现状的真实判断，笔者设计了这样的问

题，“您认为研究生学风好吗”，回答“好”的占２５％，回答“较好”的占３３％，认为“一般”的占２９％，认为
“不好”的占１３％。对于“目前研究生的学习道德状况”，认为“好”的占２７％，“较好”的占３５％，“一般”
的占２６％，“不好”的占１２％。

对研究生学习行为的看法。关于研究生学习行为的评价，问卷设计时采用了自评方式提问，这样客

观实在一些。对于“您经常进行预习吗”，回答“经常预习”的占２４％，“较少预习”的占３５％，“偶尔预
习”的占３２％，“不预习”的占９％。对于“您做听课笔记吗”，回答“经常做”的占４６％，“较少做”的占
２６％，“偶尔做”的占２１％，“不做”的占７％。对于“您做课后复习吗”，回答“经常做”的占３１％，“较少
做”的占３３％，“偶尔做”的占２７％，“不做”的占９％。上述３项综合考察，经常预习、复习和做听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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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只占３１％～４６％，较少和偶尔预习、复习和做听课笔记的占４７％～６７％，不预习、复习和不做听课笔
记的占７％～９％。对于“您能够按时交作业吗”，回答“能”的占６０％，“有时不能”的占２７％，“偶尔不
能”的占１０％，“不能”的占３％。对于“您照抄过同学的作业吗”，回答“经常抄”的占２９％，“较少抄”的
占３６％，“偶尔抄”的占２１％，“不抄”的占１４％。这就可以看出，按时完成作业的情况较好，但并不是所
有同学都是独立完成，３０％以上的人靠抄同学作业完成，这是一个不良的学习习惯。“您认为上课玩手
机的人多吗”，认为“很多”的占５０％，“较多”的占１９％，认为“不多”的占２６％，“没有”的只占５％。这
就说明，在校研究生课堂上玩手机是普遍现象。“您发现上课了还有人吃东西吗”，回答“经常有”的占

１７％，“偶尔有”的占５６％，“没有”的只占２７％。上述数据可以说明，当代研究生的学习行为不良现象
比较严重，这是学风建设遇到的现实问题，也是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学习质量的重要因素，值得引起

重视。

对研究生学习品德的评价。对于“您喜欢课堂讨论吗”，回答“很喜欢”的占 ２５％，“喜欢”的占
５３％，“不喜欢”的２２％。这说明大多数研究生喜欢进行课堂讨论，与老师和同学一道探讨学习问题，是
一种好的学习品德。对于“您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吗”，回答“敢”的占４０％，“有把握时敢”的占４８％，
“不敢”的占１２％。这表明在校研究生富有个性，能够亮明自己的观点，发表个人见解，并且能够比较理
性的表达个人意见，这也是一种良好的学习品德。对于“您喜欢独立思考吗”，回答“喜欢”的占６７％，
“懒得费神”的占２３％，“不喜欢”的占１０％。这就是说，有３３％的在校研究生不善于独立思考，不喜欢
动脑筋，这是影响学习和研究的主观弱点。对于“发现老师讲错了你敢指出吗”，回答“敢”的占５２％，
“不敢”的占２４％，“漠然置之”的占２４％。这里反映出一个问题，即４８％的在校研究生缺乏批评精神和
坚持真理的勇气，明知老师讲错了，却有２４％的同学视而不见，漠然置之，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对于“当别人问您问题时，您是？”，“热情回答”的占７１％，“敷衍了事”的占２５％，“不想回答”的４％。
这说明大多数在校研究生能够正常与同学交流，能够热情回答同学的提问，其相互沟通的精神是很好

的。对于“当别人指出您的学习错误时，您是？”，回答“虚心接受”的占６８％，“与之解释”的占２４％，“无
所谓”的６％。这说明大多数在校研究生有闻过则喜的情怀，善于倾听他人意见，接受别人的善意批评，
是虚心好学的。对于“您经常在课后上网查阅学习资料吗”？回答“经常”查阅的占４９％，“有时”查阅
的占３７％，“偶尔”查阅的占１２％，“不查阅”的占２％。这是反映在校研究生业余学习情况的一个问题，
说明５０％左右的在校研究生经常利用网络学习，经常查阅网上信息资料，善于利用网络工具进行扩展
学习，这是当代研究生学习生活现代化的一个标志，也是他们自主学习的一个有利条件。可惜还有

１４％的研究生只是偶尔和不查网上资料，这是很遗憾的事情。说明这些研究生没有利用网络这个现代
化的学习工具，不善于自主学习和主动学习，不善于充分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课后学习。这是影响学习效

果的自身因素。

对研究生作弊现状的考察。“您认为作弊现象多吗”，回答“很多”的占１５％，“较多”的占３８％，“不
多”的占３５％，“没有”的占１１％。这是一个以旁观者身份进行的观察性评价，应该是比较客观的。上
述评价可以看出，研究生中作弊现象比较普遍，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您旁边的同学作弊，您怎

么对待”，回答“视而不见”的占４４％，“制止”的占２６％，“鄙视”的占２７％，“仿效”的占３％。“您有过
考试作弊行为吗”，回答“有”的占１９％，“偶尔有”的占４４％，“没有”的占３７％。上述数据显示，６３％的
同学自己承认有作弊行为，４７％的同学对旁边同学作弊持“视而不见”和“仿效”态度。这是非常令人担
忧的状况。

３　研究生学风堪忧的成因
其一，高校扩招造成的质量下降。在校研究生学风与本科阶段的风气直接关联。由于高校扩招，生

源质量有所下降。１９９８年，全国高校招生１０８万人，录取率为３４％，１９９９年扩招至１６０万人，录取率提
高到５６％，到２００９年达到６２９万，录取率提高到６２％，２０１５年７００万，录取率扩大到７５％。如此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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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中生进入大学学习，其生源质量和教育质量肯定是不一样的。本科生扩招，研究生也在相应扩招，

１９９９年全国招收研究生６．５万，考录比４．９：１，２００５年招收研究生３０万人，考录比为３．６：１，到２０１５年
招收研究生５７．４３万，考录比３：１。从本科扩招到研究生扩招，生源质量有所下降是难免的。

其二，文凭至上隐含的天然缺陷。当代大学生考研的目的，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为了进修深造，多

学些科学文化知识，增长见识，增值人生；二是为了就业需要，很多本科生毕业时难以找到称心如意的工

作，只好继续攻读研究生，缓解眼前就业压力，提高自己日后的就业竞争能力。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

因就是用人单位的选人标准提高了，很多单位要求新进员工必须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导致大学生不得

不迎合用人单位要求，向更高学历、更高学位进军。由于考研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学习知识增长才干，

而是为了取得高一级文凭，提高就业竞争力，因此，考取研究生之后，部分学生难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

上，有的边学习边找工作，有的边学习边工作，把攻读硕士学位只是当成了副业，导致他们在学习中敷衍

了事，照抄作业，甚至拼凑或拷贝论文。

其三，学校方面存在的教管不力。由于研究生人数增加，规模扩大，学校对研究生的管理处于一种

粗放状态，虽然建立了很多制度，但是在执行制度过程中，经不起关系户和说情风的纠缠，难以严格执行

到位，导致一些研究生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认真学习上，热衷于托关系找熟人，疏通关系，以求过关。另

一方面是导师指导不力。导师的工作量很大，既要教书，又要科研，还要社会服务，难以在指导研究生方

面花费大的精力。有的导师带的硕士研究生较多，根本顾不过来进行逐个指导，多数时候是集体指导，

或者让博士生指导硕士生。加之有些研究生根本不与导师见面，导师难以找到学生，导致指导缺位。

４　研究生学风优化的对策
综上所述，当代研究生的学风存在不少问题，离国家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的要求还相差很远，需要

正视问题，加强教育，进一步优化研究生学风。具体来说，需要在以下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

优化学风环境。研究生学风建设需要良好的学风环境熏陶和感化，因此，优化学风环境是至关重要

的。优化学风环境，首先，要选树学风优良的研究生典型。开展“研究生之星”评选活动，把那些热爱学

习、刻苦钻研、勇于创新的在校研究生的典型事迹整理、汇集起来，召开“研究生之星”表彰大会，举办

“研究生之星”事迹展览，开辟“研究生之星”网络专栏，进行广泛宣讲和传播，形成浓郁的校园正能量。

其次，要认真组织研究生学习有关学风建设的文件精神，包括中国科协发布（第３８号文件）《关于开展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知》《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

见》《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优化学术环境的指导意见》《中共教育部党组关

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等，让广大研究生明了国家政策制度，增强法纪观念，

提高遵纪守法自觉性。

刚化制度约束。在宣传教育、典型引路的同时，要认真查处在校研究生中的反面典型，对于个别违

规犯纪、作假作弊、影响较坏的研究生，绝不姑息，毫不留情地予以处理，形成刚性制度约束攻势。并且

在研究生中广泛宣讲反面典型，宣讲学校对反面典型的处理决定，造成不想违纪、不敢违纪、不能违纪的

局面，彻底净化校园学风环境。

强化导师责任。要进一步明确导师对在校研究生的思想品德塑造责任，一是强化导师的自身修养，

要求导师加强政治学习，注重严于律己，提高思想和业务素质，促进导师成为研究生的业务指导、思想开

导、品德诱导、行为向导，为研究生树立良好的学习和仿效榜样。二是进一步明确导师的教书育人职责。

要求导师必须每周至少和研究生交流１次，询问研究生的学习、生活、思想等情况，帮助研究生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端正学习态度，遵守学校纪律，完成学习任务，提高学习质量。三是要制定

《导师失职处罚条例》。对于不加强自身修养、不履行导师职责、不能按照要求完成导师任务的指导教

师，要进行诫勉谈话，严肃警示。警示之后还是我行我素的，要严肃处理，轻则停止１年招收研究生资
格，重则取消研究生导师资格，２年内不得晋升教授职称。对于在校研究生违纪违法的，要追究导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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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导师事前没有进行教育提示、履行指导职责的，要受到通报批评甚至纪律处分。

净化社会风气。学风的好坏与整个社会风气有关，净化社会风尚，对于优化学风具有熏染和扬抑作

用。因此，强化学风建设，需要净化社会风尚，美化社会环境，优化社会舆论，建设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就是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地生根，变为公民的思想意识和品德行为，使整个社会充满生

机活力和正能量，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积极向上，律己为人，凭借主观努力，勤奋学习，勇于创造，奋发有

为，为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之下，在校研究生一定能够遵纪守

法，积极上进，努力学习，全面发展，成长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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