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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3_AB_E8_AE_BA_E6_c73_646323.htm “教不严，师之惰

。”这句早就收于《三字经》上的古语，在如今的高校俨然

有了升级版。细究今年被揭发的数起影响恶劣的学术造假事

件，其背后无一不隐含“惰师”：博士生论文被指抄袭，位

居学校行政要职的博导却惊呼“不知情”；硕士研究生的论

文除了致谢词为亲自撰写以外，其余内容均是在电脑上以“

复制 粘贴”搞定，而论文的指导教师除了挂名外，连基本的

论文审查职责都没有履行；还有一些博导、教授，自个儿都

因为抄袭论文东窗事发成了被“炮轰”的对象⋯⋯ “打击学

术不端行为”、“还学术本应有的尊严和体面”⋯⋯诸如此

类学术口号近来年被高密度提及时，人们更多地是对教育界

发出呼吁：革除学术“潜规则”，打破师生间利益捆绑的局

面。 高校学术“潜规则”，首要一条就是“学生发论文，主

要靠‘老板’”。 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尊敬地称呼自己的导师

为“老板”时，越来越多的“老板”也开始一一套用那些“

简便省事”的规则来带教学生，师生关系由此走向异化。 导

师当课题“批发商”论文署名成了“当然” 青年教师邵波(化

名)就职于沪上某高校化学系教学实验室。对理科生来说，实

验室是除却课堂之外最重要的学习“阵地”，学生的论文写

作都要在实验的基础上撰写。然而，就是在弘扬科学精神的

实验室里，邵波闻到的，却是学生和教授之间充满“人情味

”的值得商榷的“合作”关系。 “现在的学生往往在进实验

室前根本没有自己的研究课题，迫于论文发表的压力，只能



从导师那里讨一个实验题目。等实验结束了，他们就很自然

地把导师的名字作为论文的第二作者署上，有些学生甚至把

导师挂为第一作者。还有的学生连实验室专职老师的名字也

都一并署上。” 邵波讲述的这一情况，几乎在沪上高校很多

实验室上演，甚至已经被不少师生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从实

验到论文”的生产流程。 但邵波由此发出的疑问是：老师的

署名权能够如此轻易地下放给学生么？因为按照学术惯例，

导师或实验室工作人员如果对学生的论文确有贡献，那么在

论文上署名天经地义；但如今的很多情况则是，学生从老师

那里获得了课题，但是在做实验期间，指导老师或许根本没

有过问。实验进展如何，论文究竟是抄袭还是原创，概不知

晓。那么，老师就因为是课题“批发商”，便能够公然地在

学生的论文上署名吗？ 论文“捆绑销售”惰师助长抄袭风 邵

波常常自嘲，连他自己都觉得上述问题问得很天真。因为在

实验室里，很多老师和学生都刻意地回避了这个事关论文署

名的严肃的学术问题。 就读于沪上某理工类院校二年级的硕

士研究生小黎，上个月刚将论文投递给国内一家核心期刊。

尽管该论文是否录用尚不得而知，但小黎认为刊发的机会很

大，因为论文实行的是“捆绑销售”，小黎的导师是论文的

第二作者。 小黎和很多正在就读硕士、博士的学子一样，深

谙实验室里的“行为心理学”：导师对学生来说堪比衣食父

母，不仅给研究课题，待到论文发表时，导师的名字几乎就

是一张可率先发文的“通行证”。因此，学生在自己的论文

上给老师署名，其实已经与尊师和尊重学术规范无关，纯粹

是出于学术利益的考量。 “导师本来的角色是学生论文的指

导者，等论文产生后，其身份竟然变成了作者。很多老师默



认自己身份的演变，和他本人承担的科研压力有关。”执教

于沪上某名牌大学物理系的一位老教师在谈到发生在实验室

的论文署名操作模式时说，这是一种“惰师”放任学生的典

型行为。正是因为部分教师放任自己的署名权，试图从学生

的科研成果中抽取“提成”，对学生指导不够，管教不严，

才给学生们在论文上“做手脚”预留了空间。“很多学生的

论文后来被指抄袭，那时候老师往往称不知情，觉得自己很

无辜，为什么？老师早在实验室里‘放羊’的时候，就埋下

了隐患！” “上梁不正”败坏学风高校亟需导师负责制 今年

以来频频被媒体曝光的高校学术丑闻，不仅让舆论哗然，也

使不少高校开始在治理学风腐败上动了真格。一些学校已经

开始启用防止论文抄袭的软件，“学术不端行为测谎仪”也

横空出世，被数所国内高校引进。 然而，正如21世纪教育发

展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早前所指出的，端正学风、提高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核心的保障措施不是形式上的各种规定，而

是导师负责制。即导师对学生的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培养

质量要真正负责，改变“学生有导师，但导师不负责”的情

况。 “每年我带教新的硕士生，总会在第一次见面时告诫他

们，写论文发论文千万要早准备，但万万不可抄袭。”徐教

授执教于沪上某高校人文学院，他告诉记者，迫于在学院担

任行政职务，外加自己承担了不少课题，所以每届基本只带

教两名研究生。为了确保研究生最后的毕业论文具备一定的

学术价值，他要求学生在入学第一年的下半学期就要有明确

的研究方向，然后在他的指导下循序渐进完成学业以及论文

的写作。“如果学生要拿去发表的论文，和他一直在研究的

方向完全不符，或者并不是他擅长的领域，那么我有必要怀



疑论文的来源；论文中的学术观点如果明显超越了学生的水

平，或者有似曾相识之感，我也会询问。” 尽管徐教授在学

生们看来已经是一位负责的老师，但他也直言，教师在审查

论文时确有难处，“就像足球场上的守门员，不可能个个球

都扑到。”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因为老师自己的阅读范围

就有限，印象深刻的也只是一流的学术论文中提出的观点。

学生如果有意东拼西凑，在二流甚至三流的论文里倒来倒去

，别说躲过防抄袭软件不是难事，老师更是防不胜防。 此外

还有部分高校师生表示，抄袭之风之所以在大学屡禁不止，

与如今的大学教师“上梁不正”也脱不了关系。“现在被揭

发论文抄袭的更多是些大学的名教授、名学者以及高校官员

，这将对学生产生多么大的负面影响啊。” 邵波由此认为，

端正高校学风，维护象牙塔的荣誉和学术纯洁度，高校必须

建立一整套论文打假的机制，“必须要设立针对学术不端的

惩罚机制，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一旦被查证论文抄袭，绝

不姑息。” 相关链接触目惊心的论文造假事件 2009年8月，

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及其学生谢鸣的一篇收录在“第二

届全国智能制造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的论文被曝抄袭，将国

外一位同行的论文删节加工后署上自己的名字。 2009年7月，

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被查博士学位论文抄袭事实成立。黄庆

被取消博士学位，并被撤销研究生导师资格。 2009年6月，广

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被举报博士论文抄袭，以及因为抄

袭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引发的学位作弊问题。 2009年6月，辽宁

大学副校长陆杰荣及北京师范大学在读博士杨伦在国内哲学

界权威学术期刊《哲学研究》今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何谓

“理论”？》，被确认抄袭自云南大学讲师王凌云多年前的



一篇讲稿《什么是理论(Theory)？》。 2009年5月，网友曝光

东北财经大学一硕士生论文抄袭。在这起被网友称为“史上

最牛硕士论文抄袭”案中，抄袭者直接用替换键搞定，两篇

论文除了省份地名不同外，其余章节结构完全一样。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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