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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学研究生培养一直是各大医学院校教学和科研工作的

重要内容。作为国家未来医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医学研究生将

对我国科研创新、学术水平、人才培养乃至社会道德产生重要

影响。近年来，许多高校论文抄袭、数据造假等学术诚信问题

日益严重，而医学研究生作为医学研究的主力军，学术不诚信

现象也十分突出。因此，对医学研究生进行学术诚信教育，构

建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已十分必要。

１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构建的意义

１．１　有助于规范医学研究生学术道德，促进医学研究生科研

能力的提升　在现在社会风气浮躁以及社会就业形势的影响

下，学生急功近利，为了眼前利益，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这种

背景下，构建完善的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可以强化医学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的监督检查，减少不规范的学术行为，为他们营造

一个积极向上的学术氛围，这样不仅可以保障学生在学习阶段

的学习效果，也可以促使学生脚踏实地地进行科学研究。

１．２　有助于学校优良学风的建设，促进教育整体良性发展　

优良的学风体现了学校的历史积淀和教学传统，同时也反映了

学校的办学和管理水平，不仅是高等院校正常教学秩序的保障

及治校的根本，也是一个学校赖以生存和繁荣的基础［１］。构建

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开展学术诚信教育，不仅有利于学生诚信

行为的规范，更有利于学校学风建设的发展。良好的学风建设

可培养学生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行为习惯，

树立正确的道德评价标准。

１．３　有助于促进我国医学事业健康有序发展，净化学术界风

气　研究生教育是为社会输送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研究生的

学术诚信直接影响未来科技工作者的诚信水平［２］。因此，我国

医学事业的发展与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的培养是密不可分的。

同时，校园是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素养和高尚品德的场所，应

该培养学生具有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作风。所以，建立学术

诚信保障体系，对校园风气的净化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从而

确保社会风气以及科技发展的纯洁性。

２　美国高校学术诚信保障体系构建的主要内容

中美两国虽然在文化、制度和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着明显

的差异，但两国都非常重视学术诚信问题。美国的高等教育发

展时间较长，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构建相对成熟，并在遏制学

术不诚信行为方面已有显著成效，对我国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

构建具有借鉴作用。

２．１　健全的制度建设　美国政府大力支持高校学术诚信保障

体系的构建，并在国家政策上给予了一定的保障。２０００年，美

国总统科技政策办公室颁布了《关于科研不诚信行为的联邦政

策》，此政策规定了高校的主要职责是负责查处和防止研究中

的不诚信行为，一旦发生不诚信行为，应及时进行处理［３］。同

时，美国许多高校都建立了自己的规章制度。这些制度对论文

抄袭、考试作弊等学术不诚信行为从定义、表现形式、处罚类别

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例如，斯坦福大学《研究政策手

册》、杜克大学的《学术研究政策》等。

２．２　完善的组织建设　各项制度规范需要相应组织机构的具

体运行，才能切实发挥应有的功效。因此，美国多数高校都设

有专门的组织机构，以保障诚信制度的有效实施。如杜克大学

设立了专门的学术委员会，处理学术不诚信行为。学术委员会

分别设立了四个部门各自承担不同的职责，包括：学术政策委

员会，负责制定学术诚信的相关政策和处理程序；不端行为审

查办公室，负责接受和处理有关学术诚信行为的指控；学术诚

信评审委员会，负责决定指控是否有必要进行正式调查；学术

诚信专门委员会，负责对指控进行完全、彻底的调查。同时，各

高校也有学生自治的诚信组织，在组织成员配备，以及对学术

不诚信案件的举报、调查和处理等都由学生自己完成。

２．３　学术不诚信的处理程序　各高校明确规定了对学术不诚

信行为的处理程序，以确保处理过程的严肃性以及避免产生不

必要的纠纷，达到公开、公正的处罚结果。以杜克大学为例，主

要程序包括５个步骤：（１）向审查办公室提交指控；（２）审查办

公室对指控进行评估及质询；（３）专门委员会对案件进行调查；

（４）评审委员会对专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进行评审；（５）根据调

查结果作出裁决。值得关注的是，美国许多高校的学术诚信守

则中都规定了学生的申诉程序，以保护学生的合法权利［４］。同

时，美国高校在诚信管理制度上也具有公正与公平性。如在处

理学术不诚信行为案件时，调查权与审判权分属于不同部门，

质询、调查、审判、申诉各阶段截然分开。

２．４　学术诚信活动　健全的国家政策、学校的规章制度、完善

的监督机制以及组织建设对于学术不诚信现象的遏制起着不

容忽视的作用，但想要阻止不端行为的发生，根本在于防范。

因此，美国高校开展了不同的学术诚信活动，将学术诚信教育

融入到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学术诚信

价值观以及维护学术诚信的责任感。比如，在新生入学时，学

校会将印制有诚信条例的新生手册发放给学生，这样可以便于

学生了解和接受学术诚信观念；也有许多高校举办 “学术诚信

周”，让学生阅读学术诚信条例并签署诚信保证书。同时，学校

也开设学术诚信课程、开展专题讲座等对学生进行诚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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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充分利用校园网、宣传片和校刊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

３　借鉴与启示

通过对美国高校学术诚信保障体系的研究，作者深深体会

到该体系对研究生诚信观念及其行为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

影响。为切实提高我国医学研究生诚信管理水平，加强医学研

究生学术道德规范，保障医学研究生培养质量，应从现状出发，

积极借鉴美国高校的一些有效做法。

３．１　建立、健全完善的学术诚信制度　自２００９年来，国家相

关部门先后发布了《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

知》、《关于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的意见》和《关于在学位授予

工作中加强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

学校科研管理部门制定新的学术道德规范奠定了基础。而我

国医学院校近些年来也愈来愈重视诚信制度的建设，已有学校

出台了学术诚信规范制度，意在遏止学术不诚信现象。但是多

数学校的行为规范内容较空泛，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操

作性和指导性不强。所以，亟须进一步细化医学研究生学术道

德规范的内容，加强建设和完善学术诚信制度。与此同时，在

制度建设和管理的过程中，也要充分听取学生的意见并让他们

参与其中，让学术诚信的观念潜移默化地融入到学生的思维

之中。

３．２　成立专门的学术诚信管理机构　教育部部长周济强调要

把学风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建立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组

织机构。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迅速发展，医学研究生数

量成倍增长，导致学校管理压力及师资压力十分巨大。因此，

学校需要设立专门负责管理诚信教育的常设机构，不仅可以缓

解导师和管理部门的压力，也可以负责执行并监督学校诚信守

则规定的一切程序，使学校的整体学风在有效的监督下得到提

升。成立专门的学术诚信管理机构已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选择。

３．３　完善处理程序，建立系统的处罚机制　教育部曾公开表

示对学术不诚信行为的举报，要发现一起，调查一起，处理一

起，曝光一起［５］。然而，只有极少数学术不端行为者得到了严

肃处理。显然，我国对学术不诚信行为的审查带有更多的主观

因素，甚至对出现的不诚信行为视而不见、包庇纵容。这就使

得很多学术不诚信行为得不到有效的处理，学术不诚信现象不

能得到有效改善，从而使学生们模糊了学术研究的是非观，放

宽了自己的道德底线。因此，学校应该严厉处罚学术不诚信人

员，完善审查程序，建立系统的惩罚机制，不仅能让犯错学生认

识到自己的错误，也能警示其他学生，促使他们自觉遵守学术

诚信准则。

３．４　加强我国医学研究生学术诚信教育　学术诚信教育可以

与其他的教育手段相结合，并通过多种途径将学术诚信融入到

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中，让他们不知不觉地养成良好的行为习

惯。比如，将学术诚信教育设为课堂必修课，通过课堂教学起

到教育作用；也可以借鉴美国高校的做法，在新生入校时签署

学术诚信保证书，利用互联网和图书馆对学生进行学术诚信教

育等。总之，学术诚信问题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学术

诚信保障体系的构建已刻不容缓。不仅要借鉴美国高校的成

功经验，也要结合我国各大医学院校的实际情况，探索出属于

自己的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并不断地从制度上、组织上、程序上

完善该体系，唯此才能净化学术界风气，推动我国医学事业的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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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时代学习方式的变化以及社会对人才技能的需求，给

大学教育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课堂授课

模式，已越来越不能胜任在有限的课堂时间内传达越来越多的

学科内容。而伴随信息时代诞生的网络技术，不仅能提供图、

文、声、像并茂的知识表达形式，传达更多的学科信息，还能提

供形象直观、界面友好的交互式学习环境。因此，网络教学模

式已成为高等教育教学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国著名的教育社会学家马丁·特罗的理论指出：高等教

育中，毛入学率低于１５％的属精英教育阶段，毛入学率１５％～

５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毛入学率大于５０％的为普及化教育

阶段［１２］。按照上述理论，西方教育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早在

２０世纪中叶大多已经进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而我国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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