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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道德和学风教育是全员、全过程的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历来

重视科学道德培养和学风建设工作，2019年8月至2020年8月，华东师

范大学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科技三会”精神、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学道德和科研

诚信建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覆盖、制度化、重实效”的

目标要求，结合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活动，大

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倡导“学在师大”的思想观念，深入推进

学风建设活动的开展，巩固宣讲教育工作长效机制，优化学术环境，

努力在全学校营造诚实守信、追求真理、崇尚创新、鼓励探索、勇攀

高峰的科研和学习氛围，引领学生在发奋学习的同时注重自身道德素

质的培养和提升。  

一、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具体做法和工作成效 

（一）集中宣讲，形成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常态化 

新学期入学教育开始，学校通过开展系列讲座，组织收看报告会

等形式大力推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的常态化。 

校长钱旭红在2019年新生开学典礼上为新生讲授了题为“抵御

诱惑，锤炼意志，肩负使命”的思政课，劝诫和教育新生“不仅要观

察世界，也要观察自己；不仅要研究世界，也要研究自己；不仅要把



握世界，更要把握自己。”校领导童世骏、梅兵、朱民、王宏舟、杨

昌利、曹友谊、孙真荣、李志斌、周傲英、戴立益等深入院系，在各

院系入学教育上进一步开展了相关教育。此外学校还通过图书馆定期

或不定期的开展展览、学术报告会、名人讲座等形式，把培养勤奋求

学、诚信科研的道德品质，学习科学家精神融入全校师生日常的学习

工作过程当中，使同学们和老师们在潜移默化和耳濡目染中感受科学

道德和良好学风并内化于心。 

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关于进一步弘扬科

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要求，深入推进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讲教育工作，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教育部、中国科学院、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北京市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 2019 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

于 2019 年 11 月 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3000 余华东师大师生在校

内 46个会场集体在线收看学习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 2019年全国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参加观看的师生受到很大的启发，

报告会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二）完善体系，促进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全面化。 

科学道德的培育和良好的学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华东师范大

学进行了综合设计和全面安排，既考虑到学风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在

以学生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的同时重视教师能力道德的培养提高，又注

重推进培养机制和教学方案的改革，健全学风建设的制度体系。学校



在2019年、2020年完善并公布了《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表彰奖励办法》、

《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申诉处理办法》、《华东师范大学学生违纪处分

办法》等规章制度，从制度上为培养诚信、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

环境和科研氛围提供支持。组织本科生学习《华东师范大学本科生手

册》，组织研究生学习《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手册》，强化学生的学

术诚信和学术规范的意识，明确学术行为的“基准线”和“高压线”，

让学生清楚了解什么“可为”和什么“不可为”。 

学校在各项学风建设活动中始终注意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以提

高学生的参与意识，鼓励学生采取行动加入学风建设活动，深化学生

对学风建设的认识和理解为主要目的。针对教师队伍的建设，学校在

开学伊始，开展2019年新进教职工入职培训，帮助新进教职工尽快适

应学校工作，同时提醒大家要远离“红线”，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组织教师参与学术论坛活动，为教师提升专业能力、促进

自我发展搭建平台；举办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动员会鼓励教师勇于

探索，积极投身科研；以教师节等重大节日及纪念日为契机，集中表

彰优秀教师，对先进教职工的教学成果和先进事迹给予肯定和认可，

同时倡导广大教职工向榜样学习，牢记立身树人的使命，塑造职业道

德。 

（三）创新媒介，打造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现代化。 

学校紧紧抓住互联网时代的时代特征，创新活动开展方式，充分

利用新媒体例如微信微博等更加贴近学生的媒介途径开展科学道德

和良好学风的教育活动。例如通过“华东师范大学”“ECNU学工在线”



“ECNU青年”“华东师范大学学生会”“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会”等

等校级层面的官方账号或网站，以及各个院系的官方账号等传递学术

信息，宣扬诚信科研精神，组织宣传学风建设活动，动员师生共同参

与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教育工作。通过“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教育”

等校级微信平台将选课信息及授课情况推送给广大在校师生，新媒体

与学风建设活动的融合扩大了教育活动的覆盖范围，加强了宣传教育

的力度，使见贤思齐，勤奋求学的意识从线下渲染到线上，学习氛围

更加浓厚。 

（四）加强监督，实现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化。 

学风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为了切实把学校学风建设的各项规定

落到实处，巩固学风建设的工作成果，华东师范大学持续开展学风督

察，同时组织开展进行了学风建设调查、学风督查以及学风交流座谈

会等活动，以实现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长效化。 

2019年全年，学校持续开展学风督查活动，例如为了落实“食物

饮料不进班”，早上和下午在教室门口安排检查。各院系也在认真贯

彻落实学校有关学术道德的规章制度的基础上，积极进行了本院系学

风情况的自我审查工作。 

2019年9月1日至2020年8月31日，共有27位学生受到违纪处分。

娄明洋等16位同学因考试违纪而受到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处

分。其中受严重警告处分1人、受记过处分10人、受留校察看处分5

人。另有张明辉等11位同学等因其他原因而受到处分，其中受警告处

分1人、严重警告处分1人、受记过处分7人、受留校察看处分1人、开



除学籍处分1人。 

（五）落实基层，推动院系品牌项目与特色活动的体系化。 

在学校的大力引导下，各院系也积极开展了学风建设工作。例如

光华书院第二课堂培养计划通过书院的学友计划、学业导师、学科竞

赛、双创工作等有效地促进了书院师生学习共同体的交流和学业帮扶；

心理与认知学院撰写《心理学专业（大类）本科人才培养调研报告》，

考察我校和六所国内外一流高校的心理学系（院、部），一方面力求

全貌展现国内外一流心理学人才培养的情况，并尝试找出我校心理学

人才培养的问题与不足，并在模式、方案、制度、实施等方面给出建

议；计算机软件与科学学院继续坚持“多措并举促进优良学风，德业

双修育卓越人才”，在本科学风建设工作上做出了不少的成果。除此

之外，院系还陆续开展了诚信教育，组织学生讨论学习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的意义价值，就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开展了演讲比赛和辩论活

动，通过组织主题班会和主题团日活动的形式来宣扬学习科学家精神

和引领学习风气等等。 

通过开展上述工作，学校一直以来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成果

得到了巩固，校园学习氛围浓厚，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不断提

高，教师队伍的道德水平和学术水平不断提升，涌现出不少丰硕的教

学成果和先进事迹，学校学术环境良好，科研创新热情不断高涨。当

前，“学在师大，不忘初心”“以遵守学术道德为荣，以违反学术道

德为耻”等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华东师范大学在向创建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上又迈进了一步。 



 

二、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设想和建议 

在2020年秋季学期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工作中，华东师范大学

将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之上，总结经验和问题，继续坚持以培育

“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习风气为宗旨，以加强学生的学习

动力，提高学生的学术兴趣，培养学生的学术道德，塑造学生的科学

精神为工作的重点内容，从学校、学生、教师、环境四个方面提出更

加多方位、多渠道的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道德的教育改革方案，以推

进本校的科学道德和优良学风的建设工作。主要设想和建议如下： 

（一）强化核心价值引领，持续建立健全督察机制。 

在学校层次上，强化核心价值引领。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和统筹

协调，做好顶层设计，并与各院系相关人员协调联动，保证学风建设

工作有序展开和顺利进行；支持院系开展具有自身特色与品牌效应的

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与校园文化生活精品项目。 

持续建立健全督察机制，落实《关于加强教风学风建设工作的通

知》相关要求，以学生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和学风建设长效机制的构

建为目标，齐抓共管，积极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安排辅导员作为学

风督查员，做好自查、督查；在非督查时间段，由教务处、学生工作

部组织工作组进行学风抽查、记录。督查和抽查结果在学校学生工作

例会和教学工作会上通报。 

（二）贯彻意识形态教育，持续发挥校园榜样效用。 

在学生层次上，在全体学生中进一步开展国家意识、法治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教育，加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科学精

神教育，以诚信教育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个人品德教育。继续做好以“融入教育、规则教育、奋斗教育”为主

题的新生入学教育，围绕“五育并举”、“六个下功夫”的育人目标

和要求，开展奋斗（学风）系列讲座，帮助新生尽快融入校园环境，

建立良好的学习态度、心理状态、生活习惯，夯实学风基础。 

努力培养学生奋斗精神，教育引导学生树立高远志向，树立学生

标兵的榜样示范作用。鼓励我校优秀学生不断勤学奋进，鼓励全体学

生勇于创新，志存高远、追求卓越，为实现青春的价值而不懈奋斗。 

（三）强化师风师德建设，持续落实导师引导作用。 

在教师层次上，坚持以师德师风为第一标准，全面提升教师队伍

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以教育教学能力为重要基础，全面提

高教师队伍业务能力和育人水平，以管理综合改革为关键突破，释放

教师队伍创新活力和发展潜力。针对新教工、新晋导师、博士后群体

开展学术道德教育岗前培训，注重对新教师学术道德、科学诚信的教

育宣讲。为全校教师印发《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科学道德与学风

建设宣讲参考大纲》等，组织教职工集中学习，以全面提升教师队伍

的科学道德水平与学风素质建设。 

加强对承担科技计划项目的科研人员的宣讲教育，结合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评审和实施过程

中的关键环节，加强对项目承担单位、评审专家、项目申请人、项目

承担人的科学道德和科研诚信教育。 



（四）完善校园学术生态，持续夯实德育环境支撑。 

在环境方面，学校在日常生活与教学中时刻强化诚信教育，努力

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生态。继续深化学风建设内涵，正确处理好

“爱在师大”与“学在师大”的思想引领侧重，强化“学在师大”的

舆论导引，持续培育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优良学风，为“学”在

师大提供完善的环境支撑。 

组织开展学术环境建设情况评估，精准聚焦我国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存在的问题和应对举措。对学风调查工作中反映出的问题进行积

极认真的核实和思考，建立及时有效的反馈机制。结合 “树一流学

风，育一流人才”、“深化‘四史’学习，不忘初心使命”等主题活

动，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和爱国奋斗精神，优化学术环境，营造良好

科研氛围，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