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学风建设工作总结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

问责机制的通知》（教党函〔2016〕24 号）、《关于开展高等

学校强化学风建设责任实行通报问责机制的通知》（陕教

〔2016〕23号）等文件精神，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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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落实三公开”

要求，并结合我院一年来开展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活动情况，

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学风建设总体情况 

（一）领导重视，各部门密切配合。我院领导高度重视

学风建设，将学风建设作为学院常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及

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同时注重宣传与引导，认

真组织全院教师学习《教育部关于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若干

意见》、《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通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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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有关学风建设等文件精神；并坚持“教育引导、制度规范、

监督约束、标本兼治”工作原则，积极开展清查学术不端行

为，形成了主管院领导亲自抓、多部门联合行动的责任体系，

目前学院尚未发现学术不端行为。 

（二）加强规范，健全制度。为维护学术道德，规范学

术行为，预防学术腐败，严明学术纪律，我院先后制定和修



订了《西安理工大学高科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西安理工

大学高科学院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等相关规章制度，使

学风建设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在增加教师诚信观念和

规则意识方面，学院要求各系部加强对学术道德教育，并将

之作为系部年度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指标。在规范学术行为

方面，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术事务中的决策、审议、评

定和咨询等职权，先后召开了两次学术委员会全体会议，对

于学术不端行为进行审议与处理决定，如学校在岗位聘任，

对任职条件的资格时，对学术不端行为者视情节严重做出免

于聘任或延迟聘任的处罚。在杜绝学术腐败方面，学院结合

科研管理工作实际，有效落实《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科技

厅、陕西省财政厅关于改进加强高等学校科研经费管理的意

见》（陕教规范〔2015〕6 号），制订了符合学院实际的各项

管理制度，同时成立了科研经费管理监督组和科研工作管理

小组，保障我院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作有序开展。 

二、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 

维护教师学术道德规范、抵制学术腐败，是一项需要长

抓不懈的工作。我院在学风建设与治理工作中，主要是围绕

宣传教育、规范科研行为、防治科学不端行为等方面开展一

系列工作。 

一是，大力开展学风建设宣传教育活动，营造积极向上

的学术氛围。学院十分重视对教师和科研人员学术道德的教



育宣传工作，通过校园文化和学风建设工作，长期开展各种

宣传教育活动，让科研诚信深入人心，形成了良好的学术风

气。 

二是，建立严格的监督和惩处机制。学院不断完善学术

不端的监督检查机制，形成制度规范与自我约束有机结合的

学术监督与核查制约机制。纪委、信访办公室、学风建设办

公室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的监督检查，畅通受理学校学术不

端行为的投诉与举报渠道。科研管理部门协同多部门，加强

分工与合作，明晰责权，加强对科研项目研究过程、项目评

审、成果验收、科研经费使用、成果与知识产权等方面管理

和监督；引导科研人员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恪守科学道德准

则，有效遏制科研不端行为；建立项目评审、成果奖励、职

称聘评等基本信息和情况的公开、公示制度，接受公众监督。

人事部门设立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度，对存在学术不端行为

的单位，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起到了良好的约束作用。

纪委等部门充分发挥的监督职能，强化监督管理职责，加强

校内监控和相互制约。 

三是，开展科研经费自查自纠工作，将学风建设工作落

到实处。学院纪委会同管理管理部门以学风建设和治理为出

发点，以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加强中央部门所属高校科

研经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12〕7号）、《教育部关于进一

步加强高校科研项目管理的意见》（教技〔2012〕14 号）和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科研行为的意见》（教监〔2012〕

6 号）等文件要求为着眼点，开展科研经费管理自查自纠工

作，及时纠正在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

时避免不规范行为。 

三、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分析 

学风建设工作是一个需要常抓不懈的工作，我们在学风

建设工作中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我们总结

了目前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原因： 

部分人员思想认识不够到位。学院在开展学风建设相关

工作过程中，部分教职员对学风建设工作的重要性重视不足，

存在认识误区，觉得相关管理制度过严干扰了日常工作；因

此需要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加强引导，形成工作的长

效机制。 

学风建设工作考核的量化指标较难实现。要在年度考核、

职称晋升、学术奖励等方面充分考虑学风建设的因素，就需

要把师德、教风、学风等方面作为考评因子，其指标量化难

度较大，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 

四、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进一步建立与完善学风建设工作体系。加强学风建设领

导班子建设，形成学风建设宣传、学风建设制度、学术不端

行为查处等完整的工作体系。 

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宣传教育活动。充分调动各方面的



力量，丰富教育活动的形式，并进一步完善学风建设专栏，

使学风建设工作渗透到学院的教学、科研与人才培养设等工

作的方方面面。 

进一步完善学术道德管理制度建设。逐步建立健全管理

制度，形成一套科学的促进学风建设的考核办法与评价体系；

并在教师年度考核、职称评聘中加大科研诚信的考核力度，

建立科研诚信档案。 

进一步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工作中的作用。加强

学术委员会在学风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其在学术道

德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