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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弘扬科学家精神对于当代研究生学术道德伦理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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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南宁，530299；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科学家精神，形成了包括爱国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

神、协同精神和育人精神在内的核心要义。然而，当前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问题日益凸显，如文章抄袭与剽窃、

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以及学术成绩获得不当等现象，破坏了学术环境，助长了功利性科研心态。科学家精神所体

现的学术道德伦理包括诚信至上的学术道德伦理底线、求真务实的学术道德伦理态度和民主开放的学术道德伦理

环境，这些对于纠正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有效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

树立研究生正确的学术思维，并培养崇高的研究生学术信念，为当代研究生学术道德伦理教育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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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学家精神的背景与核心要义

1.1 科学家精神的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始

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

着国内外环境发生的深刻复杂变化，为此，我国提出了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确立了到 2035 年建

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人工智

能、量子技术、生物技术、高铁桥梁等领域取得了显著

成就，呈现出链式反应的井喷态势。然而，在原创型创

新能力与基础研究方面，我国仍存在薄弱环节，一些关

键领域仍受制于人。想要实现科研创新向极宏观拓展、

向极微观深入、向极端条件迈进、向极综合交叉发力，

人才培养是关键。科研向纵深发展，人才的培养体制机

制改革也应进一步深化。

1.2 科学家精神的核心要义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核心要义主要从爱国精神、创新

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四个维度进行阐述。

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最鲜明的政治方向。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科学家座谈会上指出：“科学无国界，科

学家有祖国。”自建国以来，一代代科学家们将国家利

益和人民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崇高位置，始终扎根在祖

国最需要的地方默默奉献。弘扬科学家精神，就必须将

爱党、爱国、爱民统一起来，响应党的号召，为建设科

技强国贡献力量。

创新精神是科学家精神最本质的要求。创新精神是

科学家不断深入探索的内在动力。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

调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精神，想要提升原始创新的能力，

培养富有探索意识的科研工作者，必须要大力弘扬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才能避免照搬照抄的不良

学术行为发生。

求实精神是科学家精神中优良学风的集中体现。我

们伟大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指出

“要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主观主义的作风在科

学研究中带来的伤害是极其致命的，如果抱着“将就”、

“勉强”等浮躁的作风来进行科学研究，其成果势必也

是偏离实际的。因此，我们要大力弘扬追求真理、严谨

治学的求实精神，坚持在科研中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

都要踩实踩稳。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强

调要加强科研诚信和作风学风建设，推动形成风清气正

的科研生态。

奉献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高尚品格的体现。习近平

总书记评价两院院士是具有“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

名人”的民族英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的奉献精神的具体体现。要大力弘扬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即在面对科学研究时肯吃苦能吃

苦，甘坐“冷板凳”。科学研究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

要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与意志，目前科技创新愈发

向深处发展，研究者要禁得住名誉、金钱的诱惑，真正

为人类科学进步添砖加瓦。

2 研究生学术道德失范问题

2.1 文章的抄袭与剽窃

论文的抄袭与剽窃是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问题的

集中体现。近些年伴随着高校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研

究生学术水平表现出参差不齐的现象。部分研究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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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功底不够扎实，在进行论文写作时直接照搬照抄所

引用的文献，包括不限于整篇套用、原句照抄，段落结

构进行删减等；再或者在实验数据、调查结论的直接照

搬，直接利用他人的实验结果倒推实验过程等等；更有

甚者直接在网络上寻找论文代写、枪手等。这些行为不

仅违背了学术道德，更打击了原创作者的创新动力，侵

犯了原作者的知识产权。

2.2 人工智能技术的的滥用

人工智能技术的滥用是高校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

所面临的新挑战。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使

得人工智能可以更加的为平民大众所利用，例如在国内

爆火的 ChatGPT、百度文心一言、抖音豆包等软件的大

众化、便捷化，一方面能够方便研究者收集和归纳文献

资料，但另一方面也助长了高校研究生面对论文写作时

的惰性。一些高校研究生在撰写课程论文和毕业论文时，

开始依赖 AI 自动生成论文的便捷功能。他们只需输入

选题，AI就能根据题目和指令要求自动生成一篇论文，

使得论文写作变成了简单的指令。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快速发展，此类由 AI 生成的论文已然变得难以分辨其

真伪性。这种现象将致使高校研究生丧失其自主独立思

考的能力，以及对于学术本应严谨治学的态度。

2.3 学术成绩获得不当

学术成绩获得不当现象集中体现为高校研究生为

了获得学术成果，不择手段地“钻空子”。一类是利用

他人的论文进行署名，集中表现为花高价交易进行投稿、

“贿赂”导师使自己在已有的学术成果后面署上自己

的名字等等。另一类是一稿多投，部分高校研究生为了

自己的文章能够更快见刊，将自己的文章稍作修改后投

到不同的学术期刊上，此类论文掺水严重，导致学术期

刊中出现同质化严重现象。这些现象多数是由于高校研

究生渴望通过“轻松”的方法来获得科研成果，以此来

达到“美化”履历、达到毕业要求、评奖评优等功利性

目的。这些学术不端行为看似是研究生就读期间获得了

优秀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同时也违反了学术道德，破坏

了学术环境，助长了功利性科研心态。

3 科学家精神所体现的学术道德伦理

3.1 诚信至上的学术道德伦理底线

科研诚信是科研工作者进行科学研究的生命线。习

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必然要求。”

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中所包含的科研诚信，面对科研

问题时坚持诚信至上。一方面，坚持科研诚信是爱国精

神在科学家精神中的体现。坚持科研诚信，即在做实验、

搞研究中需要清醒地认识到科技报国的崇高理想信念。

优秀科学家往往以自身的科学研究能否为祖国的建设

添砖加瓦而感到自豪，在祖国发展的“大我”与个人荣

誉的“小我”的联系中实现自身的科研价值。当代研究

生应当将个人的研究与国家的整体发展相联系，要坚持

在科研中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就需要自觉

地将论文抄袭与剽窃等行为视为耻。另一方面，坚持科

研诚信也是奉献精神在科学家精神中的体现。作为一名

科研工作者不仅仅是在科研成果上为学术界所尊敬，更

应该有着崇高的诚信美德为全社会所尊敬。因此要大力

发扬科学家精神中的奉献精神，自觉的将科研的诚信品

德与科研中甘于奉献相糅合，提升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科学研究中遵循诚信至上的学术道德底线。

3.2 求真务实的学术道德伦理态度

求真务实是科研工作者面对学术研究时的基本态

度。当代部分高校研究生过度追求能够在就读期间获得

“先进称号”，在对待科学研究时显得浮夸浮躁。一方

面，科学家精神中的求真务实体现在严谨的科学实验观

察。优秀的科学家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往往会设计十分

严谨的实验方案，并会进行细致的观察与记录，面对未

经证实的科研结论往往也会经过反复是实验与验证。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也明确指出，科学家深入科研

一线，掌握一手资料，不人为夸大研究基础和学术价值，

未经科学验证的现象和观点，不得向公众传播。另一方

面，科学家精神中的求真务实还体现在面对科研结果时

实事求是的态度。前沿性科学研究往往是带有尝试性、

探索性的，一次成果的实验成果背后可能是数百上千次

的失败，科学家所坚持求真务实即不能在实验结果与自

身所预测的结果不符时就主观臆断地扭曲实验结果，也

不能根据自身的喜好或利益歪曲事实，应该客观地对待

与分析失败的原因，并勇于突破与挑战以推动科学的不

断进步。

3.3 民主开放的学术道德伦理环境

民主开放是科研工作者在科学研究中的良好氛围

环境。当代部分高校研究生教育存在学术上的封闭与迷

信权威，在不同层级的高校之间、导师与学生之间都存

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学术垄断和学术“圈子”文化。习近

平总书记在《论科技自立自强》中提倡“创新不问出身，

英雄不论出处。做到不论资历、不设门槛，让有真才实

学的科技人员英雄有用武之地！”一方面，要大力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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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学术氛围。要反对以过往静态的“称号”、“荣

誉”排资论辈的现象，鼓励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交流碰

撞，减少因地位、年龄和利益的影响，辩证地接受不同

的学术观点，尊重学术话语权。同时要积极地鼓励年轻

人大胆的发表自己的观点，增强学术研究工作中的活力，

高校研究生要思想上大胆质疑，行动上小心求证。另一

方面，要坚决反对“小圈子”的学术环境。搞科研不能

相互封锁，彼此封闭的进行研究，唯恐他人争先的不良

心态。

4 弘扬科学家精神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的价

值

4.1 有效规范研究生的学术行为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在学术道德观念上规范

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其一，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减少高

校研究生在学术上的弄虚作假。高校研究生学术科研上

弄虚作假大多数表现在自身的学术功底不够扎实，对于

实验操作、论文写作缺乏相应的学术沉淀而导致不得不

弄虚作假。要避免研究生弄虚作假的学术行为，不仅要

坚守弘扬科学家精神追求诚信的道德底线，更要加强导

师的培养，发挥协同协作精神。高校加强研究生学术交

流与合作，通过与其他的学者互动促进学术规范，为研

究生提供学术道德指导，避免因无知或误解而违反学术

规范。其二，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减少高校研究生在对

待科研时追名逐利的不良思想。高校在进行评先评优时

要综合考虑研究生学术成果来源的真实性、有效性，减

少“水刊”对于评奖评优的占比，不能单纯以发表论文

的数量来“论英雄”。

4.2 树立研究生正确的学术思维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在学术道德观念上树立

正确的研究生学术思维。其一，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培

养研究生的创新思维。科学研究永远走在创新发展的路

上，勇于创新的精神要求研究生在学术研究中敢于尝试

新的思路和方法。在科研过程中，研究生需要不断尝试

新的实验设计、数据处理和分析方法，以寻找更优的解

决方案。其二，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鼓励研究生不断追

求真理。探索未知的精神鼓励研究生不断挑战传统观念，

勇于提出新的观点和理论。在学术研究中，研究生需要

具备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敢于质疑现有理论，并尝

试通过新的方法和视角来解决问题。这种勇于探索的精

神有助于研究生在学术领域取得突破性的成果，推动学

科的发展。

4.3 培养崇高的研究生学术信念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在学术道德观念上培养

研究生崇高的学术信念。其一，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激

发研究生的爱国精神。科学家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爱国

情怀，这种情怀激励着科学家们为了国家的繁荣和民族

的复兴而不断努力。对于研究生而言，弘扬科学家精神

能够激发他们的爱国精神，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社

会需要的研究领域。在科研过程中，研究生需要时刻关

注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投身于解决国家重大科技问题、

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工作。通过参与这些工

作，研究生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还能够增强

自己的社会责任感，为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复兴贡献自

己的智慧和力量。其二，科学家精神中蕴含着无私的奉

献精神，这种精神激励着科学家们为了科学事业而不断

付出努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能够培养高校研究生肯吃苦

的奉献精神。许多科学家在科研道路上默默无闻地耕耘

着，他们不畏艰难、不惧失败，始终坚守在科研一线。

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激励着研究生们在面对困难和挑

战时保持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不断追求科学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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