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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学风体现一所大学的风貌和精神，反映一所大学的

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 彰显一所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管理水

平。 学风不仅仅只是师生学习状态的外显，更凝聚在治学、教

学与求学的全过程，并因学校不同而各具特色。 优良的学风，
是一种隐型的教育力量，能让处于该氛围中的人感受外在的

压力和紧迫感，从而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它同时也是一种制

约力，制约着不良习惯、倾向、风气的产生和发展。
在哈佛，曾动过癌症手术的 82 岁高龄的史华

慈教授，依然天天早上按时去办公室工作，即使有

时要倒下。哈佛的博士生，可能每 3 天要啃下一本

大书，每本几百页，还要交上阅读报告。 哈佛学生

或是哈佛教授， 首先不是一份荣誉， 而是一种证

明： 人到底可以有怎样的意志力和潜力。 类似哈

佛的世界一流大学的教授和学生， 在世代传承的

优良学风中，致力于知识的创新和传承，服务社会

发展。
一直来，我国高校高度重视学风建设，取得了

明显成效，大多数教师爱岗 敬 业、学 生 勤 奋 好 学。
但近年来面临挑战和滑坡，屡遭议论和诟病：其一

是学风不正和学术不端。 华人学者曾以一个广为

流传的顺口溜， 批评国内大学浮躁学风： 拼凑抄

袭、造假浮夸，热衷社交、注重创 收，师 生 一 气、互

搭便车，急功近利、考试舞弊。 这些不良现象虽发

生在极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学术风气，阻碍了学

术进步， 影响了学术声誉， 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

响。 其二是学生学风松弛散漫。 与过去的“选修课

必逃，必修课选逃”相比，“身在曹 营 心 在 汉”成 为

部分大学生的流行进行时：上课人到心不到，厌学

情绪不减，课堂遭遇“软抵抗”。 教育部和高校实施

了一系列举措，学者们也提出了诸多对策建议，但

迄今收效不理想。 学风问题不容乐观，切实加强和

改进高校学风建设工作已经刻不容缓。
学风建设，特质为重。 学风是一所大学的灵魂

与气质。 大学的学风，有 许 多共 性 的 特 征，如《中

庸》所言：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但不同的学校， 都应探寻和培育属于自己的高尚

灵魂与独特气质。 钱学森在谈及创新人才培养的时候，以亲

身体验认为，相较于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两

者都有很好的学风，但加州理工的校园里更弥漫着创新的学

风，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 斯坦福大学注重

创业的氛围源远流长，整个校园像是一个培育新兴企业和人

才的大型孵化器。 欧美一流高校在长久的办学历史中，形成

了各具特色的优良学风， 并因此积淀起深厚的学术实力，从

而享赋盛名。 如何凝练、确定、传承本校独具特色的学风，是

高校一个战略性的重大课题。 中国科大倡导要成为大学中的

“黄山”，认为在世界名山之中，黄山不是最高，也不是最大，
但峰峰秀丽、处处有景，因此名扬天下。

学风建设，文以化成。 学风实际上是一种文化表征，优良

的学风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力培育以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导向， 以学术文化为主流的校园文

化，在文化的熏陶中提升学术道德，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是

学风建设潜移默化的助推器。 为学如同为人，文化育人功能

不可或缺。 学风建设的目标，关键在于主体的内在自觉。 学风

建设决不能仅仅要求师生不抄袭、不剽窃、不舞

弊， 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不良现象的批判或惩处

上。 推进学风建设，其根本目的不是为了对师生

进行共性约束，而是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个性。 加

强正面教育引导，营造宽松、和谐、爱学、乐学的

氛围，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使每个人发展个

性，是学风建设的着力点和出发点。
学风建设，教师主导。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学

风建设，需要突出教师的作用。 培养高素质的人

才，教 师 是 主 导；优 良 学 风 建 设，教 师 风 范 是 关

键。教风不立，学风不树，教风不端，学风不正。蔡

元培和梅贻琦都十分注重教师的遴选。梅贻琦认

为“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 从游既久，其濡

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以教师的高

尚品行来自然地引导学生，达到“不为而成”，是

高明的教育方法。 学风建设中，要突出师爱，主动

拉近 师 生 之 间 的 情 感 距 离，使 其“亲 其 师、信 其

道”；要提高教学艺术，散发教师的人格魅力；要

锤炼师德，激励先进、鞭策后进。
学风建设，呼唤法治。 法治是大学优良学风

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学风的浮躁，不能仅

仅将眼光集中在教师和学生身上，应该更多地从

管理体制上找原因。 竺可桢曾说：大学是社会之

光，大学犹如海上灯塔，不应随波逐流。 法治精神

以民主自由为基础，以公平正义为前提，追求内

在制度性和谐，体现对人的现实关怀。 一些高校

注重弘扬法治精神， 营造一种宽松的学术环境、
优雅自由的大学氛围。 彰显法治精神，需要以制

度约束为基础。 制度设定了学风建设的底线。 面

对已有的学风不正、学术不端的行为，通过制度执行实施惩

戒加以监督，使“不正之风”没有继续蔓延和生存的条件，使

有损学风建设的行为得到遏制和消除， 一方面把敬业爱岗、
师德垂范的教师树立为典型，另一方面整治学风不正，以制

度约束师生。 彰显法治精神，要以绩效考评为导向，构建科学

合理的学风绩效评价体系。 国内外的经验表明，只有对学风

建设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绩效评价， 通过细化绩效评价体系，
运用系统的数据统计和分析，提升高校学风的显示度，才能

建立起学风建设的自我反馈机制，为进一步完善学风建设提

供决策的依据。
【作者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

◆
金
一
斌

学
风
建
设
：
培
育
高
尚
灵
魂
与
独
特
气
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