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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 术”
• 学--对“理”的追求

• 术--对“理”的运用

梁启超 严复

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
其真理；术也者，取所发
明之真理致诸用者也。

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
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

学主知，术主行。



学术作为“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正
是一代代学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以“追求真理，
造福人类”为己任，不断刻苦钻研、百折不
饶、顽强奋斗的结果。

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

学术不端现象屡被曝光，败坏着学
术风气，不利于学术新人健康成长。

学术不端行为



一、学术道德及其基本内涵

1、学术道德的概念

何为道德？

道德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共同生
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它存在于社会成员的思想
意识中，主要依靠舆论的力量以善恶、好坏、
对错等观念对社会成员的行为进行评判，从而
对社会成员的行为产生褒扬或约束的作用。作
为一种意识形态，道德往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

价值取向。

何为学术道德？

学术道德是在从事学术研究的主体
（或称为学术共同体）中形成的，在
从事学术研究活动中，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时所必须遵守
的行为准则，是约束学术研究主体的

基本价值规范。



2、学术道德的基本内容

科学精神

人文精神

科学伦理

人类理性精
神的集中体
现，科学赖
以生存发展
的精神动力
源泉。

求真务实

求善

“五统一”
的

理想原则

①利益主义与人道主义的统一；
②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
③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统一；
④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的统一；
⑤现实主义与未来主义的统一。



二、学术不端行为的界定

学术不端通常是指在从事科学研究、评审科学研究、
报告研究结果等学术活动中有意识地违背学术规范的学术
行为，包括抄袭、伪造、篡改、剽窃、杜撰发表论文，恶
意的一稿多投，引文支持自己，履历不实，伪造学历或工
作经历。它还泛指在科学研究中的不道德、不正当以及不
负责任的学术行为；治学不严谨、学风不正、学术浮躁，
为了预期效果使用不恰当的实验和统计方法、重复发表、
不当署名、引文不规范、不公正的同行评议；违背科学精
神和道德，抛弃科学实验数据的真实诚信原则，给科学研
究和学术活动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极大损害学术形象的
学术违规现象或学术失范的风气。



抄袭

重复提交

考试违纪

考试作弊

作业作假

学术不端行为



重复提交

重复提交是指同一人将相同的作业
报告或论文等内容再次提交以获得成绩
的行为。
重复提交主要表现在：
①同一份作业同时提交到不同课程；
②将已经提交的作业未加修改或做轻微
修改后再次提交给不同的课程。



作业作假
作业作假是指为了骗取成绩或评价，通过作假
手段完成作业的一种严重欺骗行为。
作业作假主要表现在：
①抄袭他人作业或者让他人抄袭作业；
②作业内容存在篡改和伪造实验过程、数据、
图片等；
③在不允许合作完成或者在未充分告知有合作
完成行为的情况下，将与其他学生合作完成的
作业作为自身独立完成的作业提交；
④请人代写作业或代替他人写作业。



考试违纪
考试违纪是指不遵守考场纪律，不服从考场工
作人员的安排与要求，扰乱考试秩序等行为。

考试作弊
考试作弊是指以不正当手段获得或者试
图获得虚假考试成绩的欺骗行为。



抄袭



抄袭是一种欺诈行为，是指直接照搬和引用他人的研究成果或语言

表述，并以自己的名义发表而未做申明来源的行为。

抄袭主要表现在：
①抄袭他人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的论著学术观
点、结论、语言表述用于自己的论著中，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
出处；
②全文的抄袭或整段的照搬，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③自己做的实验数据，但照搬或套用别人论著中的句子来描述
实验结果，未在参考文献中标注出处；
④套用他人论著的序言部分介绍前期的研究成果，未在参考文
献中标注出处；
⑤自我抄袭，照抄或部分袭用自己已发表文章中的表述，而未
列入参考文献。



抄袭案例--德国前国防部长因论文抄袭辞职

2011年2月，德国不莱梅大学

法学院教授雷斯卡诺在一次
例行检查中发现，德国国防
部长古滕贝格2006年在拜
罗·伊特大学完成的博士学位

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
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涉嫌
抄袭，论文中多处引用报纸
新闻报道和一些学术文章却
未注明出处，还有一些引用
内容的出处标注错误。随后，
拜罗·伊特大学的学术监
察专员对古滕贝格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认真核查，认定论文属严重抄袭。
拜罗·伊特大学宣布取消古滕贝格的博士头衔。3月1日古滕贝格在柏林发
表声明，宣布辞去国防部长职务。



三、科学精神的案例

马克思、恩格斯-----践行科学精神的丰碑



“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的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资本论》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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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畏艰辛
刻苦探索

科学批判
勇于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精神与态度

求真务实
尊重历史

宽容包容
平等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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