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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学术道德建设，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实现以科研促教学，以科研促发展，继承和发扬依法治校精

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开展学术道德建设工作，具体情况

如下:                        

     一、指导思想                                                

     加强学术道德建设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贯彻落

实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进一

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

术不端行为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坚持依法治校，弘扬优良

的学术道德，提升学校教科研水平，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工作目标                                                

     逐步实现学术道德规范更加明确、深入人心，实现教育

教学研究工作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的促进作用，使广大教

职工树立崇高的学术理想，增强学术自律性，形成浓厚、健



康的学术氛围。              

    三、组织机构                                               

   成立学校学术道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袁兆新                                              

   副组长: 孙  莹   王春梅                                        

    成  员: 于景龙、马爱民、方琳、田杰、刘洋、 刘洪波、

孙晓琪、何凤云、林大专、季东平、周银铃、赵冰、赵学峰、

黄毅、惠春、靳丹虹 (以姓氏笔画排序)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科研与发展规划处科

教科。                     

    四、 工作内容                                             

    1．加强学术相关制度建设。完善学术建设工作相关制度，

强化学术行为的制度约束力，充分发挥"教授治学"的积极作

用，为学校 学术和科研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2.明确学术道德规范。进一步明确学术道德规范的具体

内容。 制定落实《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术道德规范(草

案)》、"《长春医 学高等专科学校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办

法 (草案)》。             

    3.加强学术道德教育。通过宣传教育，提高教科研人员

遵守学术规范、崇尚学术道德的自觉性。面向全校教科研人

员开展学术道德规范、知识产权等万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知

识培训，有意识地树立和强化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杜绝各



类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          

    4.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在开展专业技术资格晋升、校内

聘任工作，论文发表、教材编写、著作出版等奖励认定工作

中，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增加工作透明度，自

觉接受群众监督。全校教职员工要不断树立法治观念，保护

知识产权。                       

     五、工作要求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全校教科研人员在学术研究万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上还是存

在一些学术失范甚至是学术不端的行为，全校教科研人员必

须高度重视学术道德建设工作，杜绝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的发

生，营造和维护良好的校园学术氛围。                                                      

   充分发挥现有的校风、教风、学风合围的良好文化氛围潜

移默化的影响力，形成维护学术严肃氛围的自觉性，实现以

科研促教学，以科研促发展。                                                 

    学校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处理学术不端行为的权威评判

机构。对属实的学术不端行为开展调查处理工作，确保学术

不端行为处理的公平公正公开。 

主题词： 学术道德建设   实施方案 

科研与发展规划处                2020年 10月 15日印发  

校对： 张镝                               共印 2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