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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_E5_A4_A9_

E6_B4_A5_E5_A4_A7_E5_c73_648402.htm 天津大学2010年研究

生导师考核选聘工作日前结束，5位硕士生指导教师和1位博

士生指导教师由于学术业绩有问题未能通过考核，被学校停

止了招生资格。 天大研究生院学位与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陈

志华告诉记者：“从2007年至今，学校已有14名研究生导师

在学校考核中‘被亮黄牌’，问题较大的还被取消了导师资

格，对其中出现学风问题的，包括对学生监管不力出现学术

失范现象的，都进行了相应处理。学风问题成为一条碰不得

的‘高压线’。” “这几年，学校认真处理了好几起学术不

端行为，涉及教师的，我们给予了相应的处分；问题严重的

学生被撤销了博士学位，与此相关的导师也有责任。如果导

师都尽到了教育责任，就可以避免一部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

现。”天津大学校长龚克说。 从2008年开始，龚克每年都会

为学校新聘的博导作专题报告，师德的重要性总是在报告中

被特别强调。2009年受聘成为博导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副

院长罗震对此印象深刻：“‘修德而后可讲学’、‘学术规

范是底线’、‘导师不严谨的行为会害学生一生’，时隔一

年，校长这些话依然振聋发聩，对每一位导师都是一种警醒

。” 研究生院每年5月中旬组织的封闭培训已经成为天大每

一位新聘博导的“必修课”。除了校长、院士和优秀博士生

指导教师作专题报告之外，研究生院负责人还会详细介绍各

种关于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的规定，并发放培训试卷，通过

培训的导师才能被列入招生简章，正式招收博士生。2008年



，有一位博导因为开紧急会议而没有完成培训，后来还是参

加了补学和补考，才获得了招生资格。 三年来，天津大学学

术委员会和学位评定委员会连续制定了一系列管理办法，进

一步规范学术行为。2009年受聘成为博导的化工学院教授陈

志坚说：“开始只是知道有这些文件，对具体的内容要求并

不太清楚，经过培训后，明确了导师在学术规范和科研诚信

方面负有的重要责任，可见学校针对研究生导师建立的教育

监督体系还是很完善的。” 陈志坚和罗震现在都带博士研究

生，“科研道德”问题成为他们和学生每次讨论会必谈的话

题。“我时时提醒学生，在科研诚信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让

步，否则在社会上就没有立足之地。”罗震说。 据了解，

从2009年开始，天津大学开设的必修讲座课“学术学风规范

专题讲座”已经覆盖所有新入学博士生。2009级工程管理专

业博士生段志成最近正在准备写一篇论文，他已经查阅了40

多篇国内外论文，看了五六本理论书籍。“这是导师对我的

严格要求，他反复对我强调，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来自严谨的

学术习惯。”段志成感慨地说。 两年来，天大新聘的100多名

博导接受了学校组织的专题培训。陈志华说：“博导培训已

经成为导师队伍建设的常规性工作之一，从今年下半年开始

，我们将对原来的博导开展有关学风的培训工作，计划在5年

内把所有博导轮训一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