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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学风建设 

学风是大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推进高校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能否营造一个优良学风环

境，关系到能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关系到学校教育事业的兴

衰成败。高校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

任的时代新人，必须切实加强和改进学风建设。 

一、政策参考 

加强高校学风建设，要坚持教育和治理相结合，建立并完善

弘扬优良学风的长效机制。高校主要领导是本校学风建设和学术

不端行为查处的第一责任人，应有专门领导分工负责学风建设。

要将学风建设纳入高校领导班子的考核，高校要按年度发布学风

建设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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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要在本单位网站上开辟学风建设专栏，

公布学风建设年度报告，公开学术不端行为调查处理结果。教育

部每年选择若干单位和高校进行学风建设工作专项巡视。 

——2011 年 12 月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高等学

校学风建设的实施意见》 

 

高校要切实加强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学生爱国、励志、求真、

力行。增加学生投入学习的时间，提高自主学习时间比例，引导

学生多读书、深思考、善提问、勤实践。 

——2019年 9月教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二、理论观点 

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

增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

有挑战度的“金课”。对大学生既要有激励也要有约束，要改变

考试评价方式，严格过程考评，通过鼓励学生选学辅修专业、参

加行业考试等，让学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上，实现更加有效

的学习。要严把出口关，改变学生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 

——时任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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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抓学风、抓体育、抓实习、抓考试、抓毕业、抓主辅修、

抓双学位制度改革、抓体育、抓生产、抓阅读、抓社会实践，让

学生忙起来。不仅希望学生能在传统意义上忙起来，更需要学生

在创新创业方面、知识能力素质方面开拓新路。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 

三、实践探索 

北京邮电大学多措并举加强学风建设 

1.建立学风建设长效机制。设立主管学风建设的职能机构，

发挥学术活动与学术道德建设委员会、人事处、研究生院、研究

生工作部、教务处、学生处等部门及各学院、研究院协同作用，

分别构建了面向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的学风建设工作机制。 

2.开展学风建设宣教活动。将宣讲教育纳入课程教育体系和

培养过程，针对本科生开展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品牌系列活动。

利用新媒体手段，加强学风建设宣讲教育，加强考风考纪教育，

大力加强诚信教育，强化诚信意识。 

3.加强学业帮扶辅导工作。建立不同形式的学业帮扶体系，

建立以本科生导师为主体，辅导员、班主任及朋辈志愿者共同参

加的学业辅导队伍，建立师生“导学”关系；深化“朋辈互助”，

充分利用“党员先锋阵地”，创新党员助学的载体和形式。 

4.严把本科毕业关。利用论文查重检测系统加强本科毕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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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论文）质量监控，通过论文检测报告辅助查找问题及其原因，

预防写作过程中的学术不端行为。 

四、有关建议 

1.加强思想教育，强化学生自主意识。立足学生思想实际，

以开学第一课、班会等形式从源头上做好思想引导，帮助学生明

确方向目标，增强学习动力。合理“增压”，坚决取消“清考”

制度，从严检查毕业设计（论文），严把考核关、出口关。发挥

“反面教材”警示作用，督促学生专注学业，养成良好学习习惯。 

2.加强帮扶指导，做到分类施策。认真落实本科生导师制度，

发挥班主任、辅导员作用，强化过程管理和责任到人，开展学业

诊断、学业辅导、学业提升。发挥党团组织、学生会、班级的学

风带动作用，营造比学赶帮超的学习氛围。针对学业困难学生，

加强心理辅导，实行“一对一”帮扶。对确实不适合在原专业继

续学习的，应当通过转专业等形式予以分流。 

3.加强教风建设，压实育人责任。督促教师加大教学投入和

日常指导，上好每一堂课，以良好教风引导优良学风。建立促进

教师严格教学管理的制度，因教师放任不管导致大面积或连续发

生不及格现象要严肃处理，同时要防止人为“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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