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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 
顺利毕业 

竞争未来 
无可挑剔的优秀成果！ 

热烈欢迎同学们！新起点一飞冲天！ 



0 我国的三级学位制度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的规定，我国实施三级学位制度，学位分为

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分别具体规定的各级学位获得者应具备的学术水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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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风道德案例分享——国外 

        2014年，日本年轻美女博士小保方晴子在世界最权威

《自然杂志》同时发表了两篇论文，称生物学上取得重大

突破（发现了STAP细胞），这是诺奖级别的发现。 

       但是，很快，美国生物学权威保罗·纽泼勒等在自己的

实验室，按论文方法反复实验，证实小保方晴子的结论不

能重现，并将这个发现刊登于《自然杂志》新闻栏里。 

       很快，小保方晴子供职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调查结果，

认定小保方晴子在STAP细胞论文中有篡改、捏造等造假，

属于学术不端行为。 

        最后，小保方晴子黯然辞职，导师笹井芳树在给传媒

的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自己“被耻辱感淹没了，以死来向

社会谢罪”，接着自杀离世。 

        有人问，日本人为何能在几十年间取得22个诺贝尔奖？

答案很明白：较真精神起了决定性作用。 

https://cul.qq.com/a/20150329/023235.htm


1 学风道德案例分享——国内1 

        2018年，南京大学公布了对梁莹的七大处分，

其中包括取消导师资格和教师资格、撤销长江学者

和青年拔尖人才称号等。 

        梁莹是香港理工大学硕士、南京大学博士、北

大博士后/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南京大学博导、

教授、长江学者、青年拔尖人才等，但是梁莹学术

论文抄袭造假实锤，百篇论文下架，包括硕士论文、

博士论文也都被删除。             

        这个案例距离研究生距离较近——梁莹承认在

硕士学生时代就有一些学术不规范。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1096720433843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1096720433843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1096720433843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0010967204338435&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39621735919119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39621735919119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396217359191191&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5396217359191191&wfr=spider&for=pc


1 学风道德案例分享——国内2 

        2009年，《晶体学报》的编辑在复查相关数据时，

发现有相当一部分已发表的数据存在问题。此后更详

细的分析表明，来自井冈山大学的投稿人钟华和刘涛

此前所提交的数据存在造假。 

 

        井冈山大学组织调查结果：钟华、刘涛“伪造或

篡改数据”、“侵吞他人学术成果”、“未参加创作，

在他人学术成果上署名”和“未经他人许可，不当使

用他人署名”等学术不端行为。 

        处理结果：（1）撤销造假学术成果，追回所有

造假奖励；（2）撤销高等学校教师资格；（3）解聘

专业职称；（4）撤销副教授资格；（5）开除公职。 

 

https://news.ifeng.com/c/7fZCkpeVkZn
https://news.ifeng.com/c/7fZCkpeVkZn
http://www.luozhuang-edu.cn/jykx/77004.html


1 学风道德案例分享——国内3 

        2007年3月，一封以林国强院士的名义发表的公开信，

在网络上流传——林院士发现自己的一名女博士生发表在

权威期刊《美国化学会志》上的毕业论文数据造假，于是

致信给该期刊主编，揭穿论文造假一事，要求撤回论文。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生冯陈国在利用师姐黄凌

琳博士的工作标准实验根本无法复现。黄凌琳说，也许当

时做实验时，一瓶试剂可能掺杂进了某些不知名的物质，

从而产生了效应。试剂已用完，瓶子都不知道哪去了。 

        时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化学部主任的中科院院

士林国强导师得知此事，要求黄凌琳回国配合实验。美女

博士不配合，林国强亲自把黄凌琳论文上的实验全部复盘，

最终肯定，《美国化学会志》发表的论文，所使用的数据

全部都是伪造。 

       结果：博士学位撤销、德国博后单位予以开除。 

http://news.cctv.com/special/C16652/20070719/109330.shtml
http://news.cctv.com/special/C16652/20070719/109330.shtml
https://m.k.sohu.com/d/513588119
https://m.k.sohu.com/d/513588119


1 学风道德案例分享——小结 

出现学风道德问题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论文第一

作者本人，常常是“一夜回到解放前”，很多年

的辛苦时光和家庭的物质投入付之东流 。 

问题的发生往往从硕士研究生学术不规范开始的。 

并不是熬到大咖才会“东窗事发”，也不仅仅是

“得罪人”或遇到竞争对手的原因。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话题很大，时间和能力有限，简单介绍一些知识吧。 

        教育部副部长赵沁平在全国高校学风建设研讨会上指出，学风有广义和狭义
之分。狭义上特指学生的学习风气；广义上包括学习风气、治学风气和学术风气。
一般所讲的学风是指“狭义的学风”，即学生在长期学习过程中形成的一种相对
稳定的学习风气与学习氛围，是学生总体学习质量和学习面貌的主要标志。学风
要素主要包括：（1）目标。确实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往哪个方向努力，需要
引发动机，动机推动行为，这是学风建设的基础。（2）态度。学生的学习态度主
要体现于对学习重要性的认同、对学习目标的追求。（3）纪律。严明的学习纪律，
有利于学生自觉维护正常的学习环境和学习秩序。（4）方法。学习方法得当，少
走弯路，易产生较强的成就感，并易形成对学风的趋同意识。（5）兴趣。只有在
充满学习兴趣的气氛中，才能真正形成良好的学风，这是内在动力。（6）效果。
这是判断学风好坏的终级标准，也是学风内涵的最高层次要求，与人才的培养质
量直接相连，是衡量人才质量优劣的重要标志。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9%A3%8E/8165706?fr=aladdin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A6%E9%A3%8E/8165706?fr=aladdin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卢婧.我国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现状的调查与分析[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
究,2016(06):222-223. 

        2010 年，“我国研究生学风和学术道德现状研究”课题组以全国高校研究生
为研究对象，考虑专业、地域因素，抽取 24 所高校的 5450 名研究生作为样本框，
通过问卷形式调查了当前 

我国研究生群体的学风和 

学术道德状况，及各高校 

开展学术道德教育的情况。 

武晓峰等人利用调查数据 

撰写了《我国研究生学风 

和学术道德现状的调查与 

分析》，发表在《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2012年第3期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周围同学学术失范发生的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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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研究生的学习、科研时间投入（%） 
      全面培养学生对科研的兴趣，
全面提升研究生对学术规范的认
识：一是强化导师、院系和研究
生本人对学术诚信、学术规范的
重视，二是深入理解学术规范的
内涵，准确把握学术规范与失范
的边界；三是帮助学生更多了解
行业情况，增进研究生对本行业
科研工作的热情。同时加强学术
诚信体系的制度建设要建立针对
学术失范行为的监督、纠正和惩
罚机制，这对于抑制和防止学术
失范行为的发生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有人在知乎上文“研究生每天真正专注
于科研的时间是多长？有人回答：“一般能
专注于搞研究每天八个小时就很不错了。”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2474645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2474645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科学网发布了一篇博文《一位美国教授的科研诀窍：每周工作100小时》。 

      美国某大学计算机系一位教授到北大讲座，学生问：“您组里发了那么多
牛paper，有什么诀窍？”教授回答：“我们组里，从教授到学生，每周的工
作时间都在100小时以上。” 

       在美国和加拿大，研究生做research assistant, “ 法定”的工作时长是
每周5x8=40小时；教授的工作时间更灵活，但作者观察，卡点上下班工作的
少见。作者读硕士和博士期间，周围的同学（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中，每周的
工作时间在100小时以上的不在少数；对于教授们（特别是助理教授），每周
工作100小时几乎是家常便饭。与这些人近距离接触，也给作者树立了一个无
形标杆：你要达到某种水平，需要某种程度的努力。我有时也会接触到一些以
聪明自诩的小同学，他们尚未发现一个很不幸的情况：那些最聪明的人，往往
也是最刻苦的。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406-4257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406-4257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406-425786.html
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4406-425786.html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总结一下：个人学风道德问题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有人认为学风道德问题，是指科技工作者在科研规范、行为准则、治学精神
等方面出现失范的问题。这直接影响到科学的繁荣发展，是带有全局性、根本性
的问题，助长浮躁之风。这也是我国大力推进学风道德建设的原因。 

        《重庆10所高校研究生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的现状与对策研究》指出：学风
道德问题主要包括有科研不端行为、学术失范和浮躁学风３种形式。美国对科研
不端行为的定义是：“涉及杜撰、篡改、剽 窃 的 行 为，或者严重背离科学界普
遍认同的其他行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定义为：“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的
各种造假、抄 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 。学术失范现象主
要表现为引用他人成果而未注明来源、一稿多投、请人代写论文或为别人代写论
文、在未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或者让别人“搭 便 车”。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
育的最高层次，近年来，学术不端现象在研究生中开始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
建立研究生学术诚信保障体系十分必要。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0777179769088339.html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240777179769088339.html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学风道德建设的核心是科研诚信建设，国家出台系列文件严打！ 

1、教育部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
不端行为的通知 

2、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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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 

4、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
和学风建设的意见》 

5、关于印发《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
规则（试行）》的通知（国科发监
〔2019〕323号） 



2 个人学风道德建设 

科研诚信严打内容涵盖学风道德核心！我所学风道德教育管理办法系统防控！ 



3 实验记录规范——直击学风道德问题要害 

        接下来，我要和大家聊聊学风道德问题的“科研不端行为”的

“杜撰”或“造假” 问题——日本小保方晴子、中科院上海有机

化学所黄凌琳、井冈山大学的投稿人钟华和刘涛问题都出在论文数

据造假——结论性数据不能复现！南京大学的梁莹是社会科学，主

要是抄袭和剽窃。 

        学术失范（引用他人成果而未注明来源、一稿多投、请人代写

论文或为别人代写论文、在未参与研究的论文上署名或者让别人

“搭 便 车”）和学风浮躁不作展开。 

        论文数据不能复现，除了故意造假，就是实验记录失范问题！ 



3 
实验记录规范——必要性：档案法规 

        本法所称档案，是指过

去和现在的机关、团体、企

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

个人从事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

事、科技等方面活动直接形

成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

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

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 



3 
实验记录规范——必要性：档案法规 

        科研档案是指科研项目

在立项论证、研究实施及过

程管理、结题验收及绩效评

价、成果管理等过程中形成

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字、

图表、数据、图像、音频、

视频等各种形式和载体的文

件材料以及标本、样本等实

物。 



3 
实验记录规范——必要性：利己和利他 

        实验记录贯穿论文发表的全过程，也是个人科研少走弯路和

持续创新的重要保障，更是个人应对数据造假质疑的最有效手段！ 

        重大课题结题验收的必要条件；实验记录是非常重要的科研

传承载体——科研团队新成员的垫脚石（学弟学妹少走弯路）；

单位领域可持续发展的定海神针（科研人员跳槽不会塌方）。 

    实验原始记录有助于
研究者保持清醒的实验
思路、抓住重要的实验
现象、得到创新的结果、
提高研究工作效率。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8/1130/13/7669533_798337373.shtml


3 实验记录规范——最早的论著 

戴立春认真写好科学实验记录[J].档案工作,1982(04):22. 

 

  戴立春教授给《档案工作》投稿提出写好实验记录六要素:

及时(不要追忆)、真实(全过程如实记载)、合理(围绕实验主
题和内容)、准确(不可模棱两可)、统一(多次实验的材料、设
备等统一)、耐久(书写材料合规)。 

 

        实验记录质量高低，体现一个科学工作者的科研作风是
否严谨，也反映了实验者的科研能力。 



3 实验记录规范——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 

夏利宁,郭俊先,赵红琼,姚刚.如何培养研究生养成科学的实验记录方

法[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5(15):258-260. 

        研究生是否具有浓厚的科研兴趣，是否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
都能从研究生的实验记录中反映出来。实验记录，不仅反映出研究
生对实验整体的把握，科学设计实验的理念，数据记录和处理的能
力，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也代表着其科学素养中态度和道
德层面的高低，也是有效端正科研态度，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发
挥研究生科研潜力的重要方向。好的实验设计、记录能力和素养，
是在研究生对所从事科研的强烈兴趣下积极、主动地探索和创造，
高效率完成科研工作，凝练出更多、富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最终
逐渐一步一步建立起来的。 



3 实验记录规范——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 

 
孙汭,魏海明,田志刚.研究生实验记录的培训和规范化管理[J].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2010(04):26-29. 

        这篇文章是3个大咖导师联合发表的，他们多年培养优秀博士生，对实验记录规范培养人

才的重要意义理解深刻，运用纯熟，效果显著！ 

        他们认为，实验记录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研究者从事科学实验时

对所获原始资料的直接记录，是防止科学不端行为发生的有效方法，更是研究生培养的重要

步骤。研究生阶段养成系统、详细、规范进行实验记录的习惯将使其终身受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免疫学研究所多年来一直坚持对实验记录进行“前期培

训、过程检查和后期管理”等一系列规范化管理并取得良好效果。通过对研究生进行实验记

录的培训和规范化管理，我们体会到严格的实验记录管理能保证研究生树立良好的科研习惯，

获得可靠的实验结果，防止科研不端行为的发生，从而使研究生成为遵守科研规范、拥有良

好科研作风的科学工作者。 
        近五年来已毕业研究生中获中科院院长奖 5 人次、获中科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各1 人次。 所在研究所被

评为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3 实验记录规范——记录什么 

孙汭,魏海明,田志刚.研究生实验记录的培训和规范化管理[J].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2010(04):26-29. 

实验记录的条目 主要记录内容 

目录 包含每个实验的实验编号、精短题目.页码、日期和实验时间 

实验编号 能表明实验的最简短的代号 
实验名称和目的 简短的实验名称和实验目的 

实验材料 
详细记录使用试剂名称浓度、配制方法,使用仪器名称和状态，细
胞株.细菌菌株、质粒等来源及保存条件 

实验方法 首次使用某种成分或方法应详细描述,引用某种方法应注明出处 

实验结果和数据 
动态记录试验结果,如细胞培养中实际的传代次数、换培养液情况
等.实验过程中的任何变化、正常或不寻常的结果等均应如实记录 

实验结果及整理 对收集到的原始数据及实验结果进行整理 
问题讨论 分析出现问题可能的原因及解决的方法 
实验小结 一个简短的实验结果总结和解释 



3 实验记录规范——存在哪些问题呢？ 

 
孙汭,魏海明,田志刚.研究生实验记录的培训和规范化管理[J].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2010(04):26-29. 

          多年的实验记录检查和抽查中发现研究生实验记录中存在的问题具有共性，主要表现为：
（1）实验记录没有条理，事后自己很可能弄不清自己所做的记录。 别人很难理解甚至无法看
懂记录。（2）记录保存不当，缺页少页，甚至记录本丢失。（3）实验原始记录没有记在实验
记录本上。（4）完全依靠记忆补记实验过程和实验数据。（5）实验结果均输入电脑，实验记
录全部用电脑打印，不属于原始记录。（6）日期不详，无实验日期或只有月、日，没有年份。
（7）所用试剂来源不详，试剂无浓度、无试剂配制记录或无参考配方的文献出处。（8）实验
所用细胞株、细菌株、质粒等来源不详，无冻存、复苏相关信息记录。（9）实验动物无品系、
性别、年龄等信息。（10）实验用人的标本无相关资料描述。（11）仪器检测无测定参数记录，
实验结果原始数据无任何标记。（12）实验只有过程描述，无结果；或有结果描述，无原始图、
表；或在实验记录中记为“结果见电脑”。（13）实验只有结果，无实验流程描述或流程参考
文献出处；或只写“实验流程同前”。（14）实验结果全部附于实验记录本后面，无前后对应
标记。（15）计量资料的实验结果未整理、列表、统计。（16）无实验小结。 



3 实验记录规范——存在哪些问题呢？ 

 
夏利宁,郭俊先,赵红琼,姚刚.如何培养研究生养成科学的实验记录方

法[J].黑龙江畜牧兽医,2015(15):258-260. 

实验记录的常见问题： 

1 记录不完整或缺失：实验记录在研究方法、实验步骤、实验材料等内容中记述过于简单或不
完整，导致在一段时间后自己查看，或其他研究人员参考实验记录时找不到详尽细节，更难以
重复实验; 甚至有些必要的内容缺失，需要补做实验和图片。例如，不保留失败或阴性结果; 标
本没有编号; 图片说明与标注不详细，致使总结时出现张冠李戴; 记录本封皮缺少所有者姓名、
单位和联系方式。 

2 实验方案设计不合理，记录混乱无序：实验方案设计本身存在不完整或逻辑性不高，造成记
录混乱，不分主次; 重复记录相同操作，冲淡主要内容; 字迹潦草，无法辨认; 记录空间位置设计
不足，跨页或连线插入记录信息，影响可读性。 

3 记录不科学或严谨：修饰图片或原始数据( 有造假嫌疑) ; 涂改过多，不整洁，不严谨; 撕去记
录本页码，造成缺页; 最为严重的是随心所欲，编造记录。 



3 实验记录规范——存在哪些问题呢？ 

邹丽娟,刘健,李艺影.从规范实验记录提升研究型医院研究生科学素养[J].中国

医院,2020,24(11):62-64. 

1、对实验记录的认识不足：导师没有认识到实验记录对培养研究生科学素养的重要性，缺乏

对实验记录规范的训练和检查。研究生对实验记录产生的消极倦怠心理，有的实验记录字迹

潦草、记录混乱，以及数据资料仅留存在电脑中，实验可重复性差，结果可信度低，甚至出

现重要数据丢失无法弥补的惨痛后果。 

2、实验记录不规范：实验过程和实验数据记录不及时，许多细节被遗漏；未注明实验日期、

时间、资助基金；首次记录的实验并无具体流程和参考文献出处；对标本、试剂、实验仪器

设备型号等实验材料记录不完整；仅有过程描述，无实验现象和实验结果的描述，缺少结果

分析与讨论；获得的图片、照片、图表、数据资料等未按顺序粘贴在记录本相应位置，或放

大比例、参照物等参数缺失；对于不宜粘贴的实验结果，如底片、磁盘、声像资料等特殊记

录媒体，并未按照实验进程在实验记录本上进行对应的说明并注明储存位置；缺乏实验人员

签字、课题负责人、导师的监督检查签字，以及对实验记录的检查指导意见等。 



3 实验记录规范——怎样才能做好？ 

      研究所的《实

验原始数据管理

办 法 》 引 领 ，

《科技论文发表

前审查规定》护

航，大家消化这2

个文件精神，搞

透实验记录细节

要求，导师精心

指导，即可规范。 



3 实验记录规范——电子数据管理 

 国内外使用电子实验记录的机构凤毛麟角，但也是趋势。我所

尚未引进电子实验记录工具。 

 有一些结果数据是需要单独保存的，这就需要与实验记录本的

记录密切结合，并注意备份，保证每次实验记录从实验设计到

小结讨论的全过程数据链秩序完整可查可用，失败的实验一样

需要完整记录和妥善保存数据，是减少重复劳动的重要手段。 

 为了加强学风道德建设，研究所实施了论文发表前的数据审查

制度：论文发表前审查表和论文数据出处整理对照表。 



3 实验记录规范——电子数据管理 

论文第一作者和通讯

作者是论文的主要责

任人，对论文数据的

真实性和可靠性负责；

论文其他作者对自身

参加论文工作的真实

性负责；论文作者所

在的研究组组长对论

文中所涉及数据的可

追溯性负责。 



3 实验记录规范——电子数据管理 

      中国科学院传播局已经下发

文件，要求论文关联数据存缴至

中科院科学数据银行（Science 

Data Bank，简称ScienceDB），

实现论文关联数据保存准确、完

整、及时，可查询、可追溯。 

      本人将加强科研数据管理研

究，以期尽早实现科研数据安全

便捷的保存和管理利用。 



                             总 结 
 研究生阶段建立良好的学风道德可以使人持续优秀 

 科研诚信是个人学风道德建设的核心，杜绝各种造假、
抄 袭、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共同体惯例的行为 

 规范做好实验记录不仅可以使自己和同行少走弯路，
更可以帮助自己成长为作风硬朗的科研大咖 

 研究生阶段培养的诚信、严谨作风，无论您未来从事
什么工作，都将大受裨益…… 



谢 谢！ 
欢迎交流！ 

牛振恒，15153237828,  80662648，niuzh@qibebt.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