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中学高三生在参与户外活动。 胡园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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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失信”告别校园
又是一年毕业季，毕

业论文成为不少大学生心

头 的 一 大 难 题 。 与 此 同

时，潜伏在校园各种微信

群以及电商、社交平台的

论文代写群体也活跃了起

来，一些学生出于自身诚

信意识差、学术能力弱，不

具 备 自 主 完 成 论 文 的 能

力，从而轻信论文代写骗

局，陷入骗局后往往不敢

声张，只能自食苦果。

完成毕业论文目的不

仅是检验学生独立分析问

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重

要标准，完成论文的全过

程也能让学生获得思辨精

神。雇佣他人代写既是学

术失信，也让学生失去宝

贵的开展科研的机会，影

响个人能力提升。

我国当前对论文代写

的监管力度很大。讲诚信、

不抄袭，坚持原创、不弄虚

作假，本是学术研究应当遵

循的底线，购买论文本身就

是学术不端。根据《学位论

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第十

四条中规定，社会中介组

织、互联网站和个人，组织

或者参与学位论文买卖、代

写的，由有关主管机关依法

查处，学位论文作假行为违

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

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追

究法律责任。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

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对

于代写论文的行为，社会、学

校等外部的管理和干预只能

起到客观遏制作用，解决问

题的关键还在于大学生自

己。大学生的个人主观因素

是产生学术不端行为的根

源，学生的诚信意识和侥幸

心理等都会引发学术失信，

这种“论文代写”服务中介之

所以存在，大多是看到了大

学生对“论文代写”有需求，

其为了顺利毕业拿到学位而

选择走捷径。然而，做学问

若是不下得苦功夫，也就求

不得真学问。作为青年学

生，在迈入社会工作之前更

应该时刻牢记诚信做人、扎

实为学，对自己负责。

大学生理应追求学术

精神，大学学习更少不了

自主探究。不少学生觉得

升入大学后就进入了保险

箱，学习缺乏主动性，缺少

独立思考和科学探索的精

神。以至于许多学生直到

大学毕业才首次接触“学

术研究”，撰写毕业论文就

更是无从下手。一名合格

的本科生要达到学士学位

应有的研究水准，需要具

备发现问题、文献收集与

整理、概念厘定、学术命

题、研究设计和撰写文章

等技能，这些均需长期培

养才能获得。通过购买终

稿，试图走“捷径”，偷懒造

假，不但学术能力不达标，

道德品质也是不合格的。

大学生要珍惜大学时

光，切莫学术失信。要通过

筑牢自身诚信意识、积累专

业知识，充分利用大学时光

锻炼自主探究能力，真正让

自己达到毕业标准，用扎实

的学术成果走向职场。

（姜思瑶）

本报讯（记者 邱乾谋）
教育部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

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

划》（以下简称《强师计划》），

提出培养一批硕士层次中小

学教师和教育领军人才。

《强 师 计 划》提 出 ，到

2025 年，建成一批国家师范

教育基地，形成一批可复制可

推广的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经

验，培养一批硕士层次中小学

教 师 和 教 育 领 军 人 才 ；到

2035 年，构建开放、协同、联

动的高水平教师教育体系，建

立完善的教师专业发展机制，

教师数量和质量基本满足基

础教育发展需求，教师队伍整

体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明显

提升，尊师重教蔚然成风。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

任友群介绍，目前，我国各级各

类学校共有专任教师 1844万

人，其中基础教育教师1586万

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86%。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对师范

教育的投入力度，目前有 215

所师范院校、500 多所非师范

院校参与教师培养，基本形成

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但师

范院校的办学水平、保障水平

仍待加强，办学条件有待改

善。在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支持

下，教育部实施教育强国推进

工程，支持50所左右师范院校

加强教学科研设施建设。同

时，建设一批国家师范教育基

地，加强一流师范大学群和一

流教师教育学科群建设，这是

师范教育的“高水平”。另一方

面加强“整体性”，实施师范教

育协同提质计划，聚焦薄弱师

范院校建设，由高水平师范大

学和地方高水平师范院校一

起，以组团方式帮助30余所薄

弱师范院校加强人才队伍、学

科建设，促进师范教育的协同

发展、整体提升。

《强师计划》提出，实施高

素质教师人才培育计划。职

前培养方面，深化本硕整体设

计、分段考核的培养模式改

革，推进高素质复合型硕士层

次高中教师培养试点；推进部

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攻读教

育硕士工作。在职发展方面，

实施教师精准培训改革，完善

自主选学机制，搭建教师培训

与学历教育衔接的“立交桥”；

加强县级教师发展机构建设，

让教师有身边的、高水平的专

业发展支持力量。

实施“名师名校长领航计

划”，依托清华大学、北京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培养基

地，支持一批政治坚定、情怀

深厚、学识扎实、视野开阔的

基础教育名师名校长持续发

展，成长为引领区域乃至全国

教育改革发展的基础教育领

域的教育家、大先生。

此外，实施“优师计划”。

由部属师范大学和高水平地

方师范院校每年为脱贫县、中

西部陆地边境县培养 1 万名

本科层次师范生。这些师范

生学习期间享受“两免一补”

（免除学费、免缴住宿费，补助

生活费），毕业后全部到定向

县任教。对乡村教师在职称

评聘上实行特殊支持，“定向

评价、定向使用”，中高级岗位

总量控制、比例单列。

本报讯（记者 邱乾谋）
教育部日前出台《关于严

格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

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工

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对高等学历继续教

育校外教学点设置与管理

作出规范要求，严厉打击

虚假宣传、买卖生源、代学

替考等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强调，校外教

学点是高校举办高等学历

继续教育的依托和服务延

伸，其教学和管理状况直

接体现高校的办学质量，

直 接 关 系 高 校 的 品 牌 声

誉。各高校要高度重视本

校校外教学点的设置与管

理，压实办学主体责任，指

导校外教学点落实教育教

学有关环节，加强教学过

程监管和纪律约束，严格

招生宣传、学籍、收费和经

费使用等管理，确保在高

校治理能力范围内有限设

置校外教学点，并能管得

住、管得好。

严控数量范围。高校

要审慎研究、合理规划本

校校外教学点布局，严格

控制校外教学点数量，审

慎选择设点单位。《通知》

还引导中央部门所属高校

减少校外教学点数量；引

导地方高校在省内设置校

外教学点、不跨省招生；限

制设点单位范围，引导高

校优先选择办学条件好、

管理规范、保障有力的单

位合作设置校外教学点。

此外，《通知》还明确

教育行政部门、高校、设点

单位职责分工，各地各高

校要根据《校外教学点设

置工作指引》，开展校外教

学点设置与备案工作。各

地可根据本省实际，进一

步明确、细化本省校外教学

点管理要求，并对高校提交

的校外教学点备案材料进

行严格评议，重点关注程序

是否规范、材料是否真实完

整、办学条件是否达标、开

设的专业与当地人才培养

需求是否匹配。

高校要将校外教学点

建设纳入学校党委重要议

事日程，加强归口管理，定

期开展校外教学点检查评

估，及时堵住风险漏洞。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已备

案的校外教学点加强日常

监管和质量监测，建立健

全校外教学点准入、评价、

奖惩、退出和责任追究制

度；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之间要建立“线上+线下”

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开展

联合惩戒，并联合其他相

关部门，严厉打击虚假宣

传、买卖生源、代学替考等

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明确，2023年1

月 起 各 地 各 高 校 要 按 照

《校外教学点设置工作指

引》开展校外教学点设置

与备案工作，对于已备案

但不符合《通知》要求的校

外教学点，给予2年过渡期

进行整改。

本报讯（记者 许 卉） 记

者从教育部获悉，第八届中国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于4月至10月举办。

此次大赛在参赛规模最

大的高教主赛道中，根据学生

所处学习阶段，单独设置本科

生参赛组别，让本科生集中在

同一起跑线赛跑，充分反映本

科生创新创业水平和成果；取

消原高教主赛道师生共创组，

同时加强参赛项目真实性核

查，让更多具有原始创新创意

的在校大学生，特别是本科生

深度参赛，引导高校更加关注

和支持在校大学生创新创

业。本届大赛还提高了本科

生项目入围比例，让更多本科

生项目脱颖而出。

教 育 部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今年，在总结上届大赛相

关经验和成效的基础上，对

产业命题赛道的参赛对象、

奖项数量进行了调整，旨在

进一步搭好建强教育端与产

业端的互通桥梁。在参赛对

象方面，允许跨校组建、师生

共同参赛，通过产业出题、高

校揭榜、同题共答、真题真做

的方式，打通高校智力资源

和企业发展需求，让师生协

同解决企业发展中所面临的

技术、管理等现实问题。在

奖项数量方面，为进一步激

发高校、企业参赛热情，总奖

项数有较大增长，由 100项增

加至 300项。其中，金奖数由

15 项增至 30 项、银奖数由 35

项增至 60 项、铜奖数由 50 项

增至210项。

强师计划发布

培养一批硕士层次
中小学教师

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

单独设置本科生参赛组别教育部进一步规范高校继续教育管理
严打虚假宣传、买卖生源、代学替考等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