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安大学 2013 年学风建设工作报告 

2013年，长安大学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

精神，全面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学

风建设的实施意见》，按照教育部巡视组反馈意见，切实把学术

风气和科研诚信建设摆在学校工作的突出位置，坚决反对不良学

风，有效遏制学术不端行为，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

真务实的学术氛围。现将我校 2013年学风建设情况报告如下：  

 一、加强对学风建设工作的领导，健全学风建设工作体系  

学校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工作，始终把学风建设摆在学校工作

的显要位置，纳入《长安大学发展战略规划（2010-2020）》、

《长安大学“十二五”事业事业发展规划》和和年度党政工作要

点，着力构建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监督查处相结合的预防和惩

治工作体系，把学风建设贯穿于教学、科研、管理的全过程。在

2013年召开的学校第三次党代会和改革发展研讨会上，学校党

政主要领导再次强调要深刻认识学风建设的重要性，并对学风建

设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3年 5月，教育部巡视组来我校开展巡视工作，学风建

设是巡视监督专项内容之一。学校以教育部巡视组巡视为契机，

在学校党政的直接领导下，撰写了《长安大学学风专项教育和治

理行动总结报告》，全面总结了 2011年以来学校开展学风专项



教育和治理行动的基本情况及学风建设的主要成效，客观分析了

学风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原因，明确了学风建设整改方案及下一步

工作安排。  

 二、完善学风建设制度，构建学风建设长效机制  

为进一步健全学风建设制度，规范师生学术行为，维护学术

道德和学术诚信，学校在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实

施意见》、《学风建设实施细则》、《学术道德规范（暂行）》、

《研究生学术规范暂行规定》、《长安大学教风、学风、考风提

升计划实施方案》、《研究生学位论文检测处理办法》等规章制

度的基础上，2013年，学校根据教育部《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

理办法》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

法〉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出台了《学位

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实施细则》。同时，学校出台了《关于进一步

规范科研行为、加强科技项目及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进一步

规范了师生学术科研行为。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对提高我校师生

学术道德水平，增强师生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科研诚

信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  

 三、加强教师学术道德教育，营造良好学术氛围  

学校坚持把教育作为加强学风和学术道德建设的基础。在教

师中加强科学精神教育，注重发挥楷模的教育作用，强调学者的

自律意识和自我道德养成。通过开展师德师风建设专题报告会、

青年教师座谈会、签订承诺书等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教师遵守学



术道德。2013年 5月 10日，学校邀请教育部科技委能源与土木

建筑水利学部主任、中国工程院陈懋章院士，在我校学术交流中

心为广大教师作了题为“弘扬科学精神、培养科学思维、倡导学

术诚信”的专题报告。同时，学校选树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

教授等 8位科学家为学风建设先进个人，选树了特殊环境公路建

设与养护技术创新团队、旱区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与水环境保护

创新团队、多源异构交通信息智能检测与融合技术研究创新团队、

人-车系统安全理论与技术创新团队、地裂缝地面沉降减灾创新

团队等 5支科研团队为学风建设先进团队。  

学校注重对新教工开展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在 2013

年制定的《长安大学新教工岗位培训实施办法》中，明确了学术

规范和学术道德教育为新教工培训的基本内容。在新教工岗前集

中培训中，校党委书记、校长亲自出席并对新教师在师德培养、

科研诚信、学术规范等方面提出明确要求。主管人事工作的校领

导、院士、教学名师及有关部门负责人等就师资队伍建设、师德

建设等进行专题报告，引导广大新教师不仅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

而且在学术道德上要为人师表。  

学校在教师职称评定、项目申报、评优评先等工作中实行“学

风不正、学术不端行为一票否决制”，严肃查处各类学术不端行

为和学风违纪行为，做到了“惩防结合、标本兼治”，形成了尊

重学者、敬畏学术的良好学术生态环境。  

 四、注重学生学术道德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  



2013年，学校出台了《关于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实施意

见》（长大研〔2013〕201号），明确提出把“加强科学道德和

学风教育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健全学风管理制度，宣传科学

道德行为规范，营造尊重科学、诚实守信的学术氛围。发挥优秀

研究生导师的表率作用，帮助研究生养成恪守学术规范的习惯，

引导研究生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科研规范，成为优秀学术道德的

践行者和良好学术风气的维护者”。  

学校成立了由主管研究生教育的校领导为组长的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专家小组，把宣讲教育纳入研究生培养环节，

坚持对研究生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定期对各

学院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进行检查和评估。

2013年，学校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佩成教授为新入学的研

究生作了《在科学实践中培养良好的科学道德和学风》主题报告。

李佩成院士结合自己多年的科学研究工作，深入浅出的阐述了科

学精神、科学道德、科学伦理和科学规范，指出科学研究的每个

环节都需要坚持正确的科研导向和良好的科研方法。2013年 4

月 25日，学校举行了研究生国家奖学金颁奖仪式暨学术道德报

告会，在报告会上，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吴群琪教授作了《提高

认识，规范学位论文创作》专题报告；工程机械学院博士生张春

国、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博士生李培月分别作了《如何开展科学

研究和科学实验工作》、《如何撰写英语科技论文》交流报告。  



学校有关部门、校院两级学生会、研究生会通过举办“创新

创业高端论坛”、“青年博士论坛”、“留学归国话成才”、“研

途有你”学术论坛、举办学术报告会、发放《弘扬科学道德，加

强学风建设倡议书》等活动进行学术道德教育。各学院组织了数

十场学科特色鲜明、针对性强的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活动，通过印

发学术规范指南、开展专题讲座等形式，规范学生学术道德和学

术行为。  

  五、加强考风考纪教育，促进考风明显好转。  

2013年，针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师生反映强烈

的考风问题，学校修订完善了教风考风制度、教学督导制度，领

导干部听课制度、考试巡考制度等，狠抓教风考风。学校制定了

加强考风工作方案，组织召开了加强考风建设的专题工作会议，

提出了加强考风建设的具体要求，明确了考风建设工作目标。学

校通过广播、会议、橱窗、横幅和网络等多种形式进行考风考纪

宣传，在校园内形成了加强考风建设的良好氛围，同时加强考试

的组织管理，加大巡考力度。2013年，我校学生考试违纪与作

弊数量较以往有大幅下降。  

  六、学风得到明显好转，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成效显著  

2013年，我校积极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和求真务实的

学术氛围，学风得到明显好转，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和科研成果显

著提升。  



2013年，学校 1门课程被评为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2门课

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立项项目。获批 80项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学生在各类学科竞赛和科技创新竞赛，

获得国际性竞赛奖励 3项，全国性竞赛奖励 148项，省与区域性

竞赛奖励 133项。学生获得专利授权 748项。在全国 25个省（区）

的理工类本科录取线高出一本线 40-70分，稳居陕西第四位。我

校学生就业层次和就业质量不断提升，学生就业率保持在 92%以

上。在 201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上，我校作为高

校代表进行交流发言。2013年 6月 18日出版的《中国交通报》

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发挥行业特色优势力促毕业生充分就业--

访长安大学校长马建》为题，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进行了重点

报道。  

全年科研经费合同额达到 7.61亿元，到款额 7.01亿元，

比 2012年增加 12％。教师申报国家“973”、“863”和国家基

金项目 800余项，其中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76项，资助

经费 3060万元；首次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专项任务重大项

目，学校获得 4项国家科技进步奖；共发表论文 2000余篇，被

SCI、EI、ISTP收录 1279篇；教师取得授权专利 481项，其中

发明专利 98项；“西部交通安全与智能控制协同创新中心”获

批陕西省“2011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公路学报》、《交通

运输工程学报》再次入选“百种中国杰出学术期刊”；“地质灾

害高精度监测预警与防治创新团队”入选教育部培育团队，“地



裂缝地面沉降减灾科技创新团队”入选第一批国土资源科技创新

团队培育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