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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大学 2011 年学风建设年度报告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教书育人的本质要求，

是高等学校的立校之本、发展之魂。优良学风是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的根本保证。2011年，我校认真贯彻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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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树立社会主义荣

辱观进一步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意见》、《高等学校科学技术

学术规范指南》、《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

行）》、《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等文件精神，建立健全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学术规范制度和

不端行为查处机制，培育优良的学风，倡导严谨规范的学术

行为，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学校学风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 

一、成立学风建设组织机构，加强学风建设工作力度 

学校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工作，成立了长安大学学风建设

领导小组和学术委员会学风工作委员会，组长和主任由校长

担任，副组长和副主任由全体校领导、校长助理担任，成员

由各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系）院长（主任）和部

分知名专家学者组成。学风建设领导小组依托学术委员会学

风工作委员会负责学风建设工作的组织和协调。学风建设领

导小组和学术委员会学风工作委员会的成立，进一步加强了

学校学风建设力度，推进了学风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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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健全学风建设规章制度，规范师生学术行为 

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我校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教人[2002]4

号）、《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

（教社科[2009]3 号）精神，制定了《长安大学关于进一步

加强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长安大学学术道德规范（暂

行）》、《长安大学学风建设实施细则》、《长安大学研究生学

术道德规范暂行规定》、《长安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

范》等规章制度。 

这些制度的制定对提高我校教师师德水平，保障教学质

量，增强师生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提升学校学术氛围，

培育优良的学风，倡导严谨规范的学术行为，营造良好的学

术环境，促进我校科研诚信建设，提高师生科研诚信度，具

有重要意义和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加强教师科研诚信教育，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学校把科研诚信纳入高校教师年度考核中，增加科研诚

信的内容，建立科研诚信档案。在教师年度考核中实行“学

风不正、学术不端行为一票否决制”。加强教职工教育培训

力度，对教师进行每年一轮的科研诚信教育，定期面向教职

工开展专题讲座、签订承诺书、模范人物访谈等系列科研诚

信教育活动。 

针对防范和治理学术不端、学术腐败行为，学校改进了

评价考核导向，防止片面将学术成果和物质奖励、职务晋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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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钩。同时要求建立实验原始记录和检查制度、学术成果公

示制度、论文答辩前实验数据审查制度、毕业和离职研究材

料上缴制度、论文投稿作者签名留存制度等科学严谨的管理

制度。进一步完善科研项目评审、学术成果鉴定程序，强化

申报信息公开、异议材料复核、网上公示和接受投诉等制度，

增加科研管理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对于违反规定的坚决严肃

处理，处理方式包括取消申报项目资格、延缓职称或职务晋

升、停止招研究生、解除职务聘任、撤销学位，触犯法律的

追究法律责任。 

学校同时也加强对新教工的教育和培训，2011 年 9 月

15 日，在学校新教工岗前培训班上，刘伯权副校长做了题为

《教师队伍建设和学风建设》的专题讲座，学校新上岗的 130

多名新教工参加了本次活动。校工会副主席雷占荣作《师德

建设》专题讲座。学校党委书记雷达和纪委书记孟德勇到场

讲话。这些活动对提高我校教师师德水平，保障教学质量，

增强教师自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促进我校教师诚信科研

具有重要意义。  

四、注重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 

为了引导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

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摒弃学术不端行为，根据中国科协、

教育部和陕西省学位办的部署，学校开展了科学道德和学风

建设宣讲教育活动。 

学校各有关部门结合自身工作职责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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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活动。宣传部利用校内广播对近年来国家以及教育部有

关科研诚信建设和学风建设的相关规定意见和领导讲话做

了连续专题播报；利用教学区和学生宿舍的楼宇电梯电视滚

动播放了《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PPT宣讲资料。

科技处、研究生部和学工部共同配合，广泛宣传了有关学风

建设的文件制度；学校将《高等学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

发放到各学院，并在新生入学教育时，进行专题宣讲；各学

院在新生入学教育时专门增加了学术道德规范和学风建设

的内容。研究生部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环境科学与

工程学院李佩成教授作了“在科学实践中培养良好的科学道

德和学风”报告，邀请了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安光机所侯洵

研究员作了“献身科学，求真务实”报告。各院系也分别邀

请了品德高尚、造诣深厚的著名专家学者为研究生做了关于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报告。同时，学校决定把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教育作为研究生入学的常规教育课程，形成制度，

长期不懈地开展下去，以达到帮助研究生自觉遵守学术规

范、坚守学术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抵制学

术不端行为的目的。 

为了保证学位论文质量，我校坚持博士学位论文全部匿

名评审和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的学位论文全部匿名评审

的制度。同时加大对学位论文的检测力度和外审力度。学位

论文质量得到了有效保障，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得到进一步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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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挥名师大家的示范引领作用，弘扬优良学风 

良好学术风气的形成，有赖于学术大师风范的引领和传

承，更要注重弘扬大师内在的学术精神和学术品质。学校开

展了学术道德榜样评选活动，共评选出道路建筑材料教学团

队、交通运输专业教学团队、造山带成矿研究所科研团队等

3 个优秀学术团队和李佩成、彭建兵、焦生杰、付锐、张炜

等 5 名科学家与优秀专家学者，并在学校网站、校报、广播

台、电视台广泛宣传他们的严谨治学、追求卓越的先进事迹，

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和引领示范，弘扬优良学风，着力培养

和造就作风过硬、勇于创新的学术队伍。 

六、学风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经过全校上下的共同努力，我校学风建设取得新的进

展，有效促进了教学、科研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 

我校新签科技合同 730余项，科研经费达到 5.8亿元。

积极组织教师申报国家“973”、“863”和国家基金项目，高

层次项目数量显著增加，横向、纵向科技项目比例趋于合理，

基础研究能力不断提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取得新突

破，2011年我校获得 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比 2010

年增加 35%，获得资助经费 2273万元，是 2010年的 2 倍多。

共获得各类科技成果奖 57 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 2 项。

全校共发表论文 2000余篇，被 SCI、EI、ISTP收录 656篇。

专利成果大幅增加，组织申请专利 280余项，取得授权专利

188 项，比 2010 年增长 72%，其中发明专利 62 项，比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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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长一倍多。人文社科研究稳步发展。全年新签项目 135

项，到款额 1211 万元。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3 项，省部

级基金项目等 42 项。获得省级人文社科成果奖 14 项。“综

合运输经济管理研究中心”通过验收，成为陕西省哲学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我校学生积极参加各类科技竞赛和学科竞赛，共获得省

级以上奖励 200 余项，其中国家奖励近 50 项。获得陕西省

第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团体总分第

一。2011届毕业生总体就业率稳定在 93%以上。 

2011年，我校学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保证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奠定了良好

的学风基础。但学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有待深化，学校将进一

步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增强师生自主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营造良好的学术环境，着力建设特色鲜明的

高水平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