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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学术耻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道德情感,它既可能促进研究生学术行为的自我道德约束,提升道德自省

能力,维护学术自尊,也有可能误导学术行为,甚至摧毁研究生学术自我意识,引发系列心理问题。对研究生进

行学术耻感教育,要合理激发与引导研究生学术耻感,创设条件确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防止产生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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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情感是行为主体运用道德观念来感知某些

观点、行为或心理时所体验到的各种情感。学术耻

感是研究生学术道德情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成

研究生学术道德认知向学术道德行为转化的中间环

节,蕴含重要的学术道德教育价值。鉴于研究生学

术耻感教育的学理及实践研究在我国尚未展开,本
文尝试揭示学术耻感的发生机制,分析其在研究生

学术道德成长中的可能作用与局限,并以此为依据,
对研究生学术耻感教育的着力点进行探索。

一、学术耻感涵义及其发生条件

学术耻感,是研究者意识到自己的学术行为或

意图不符合自身所信奉学术道德标准,担心自我价

值遭贬损而产生的不光彩、不体面的痛苦体验。如

罗尔斯所说,耻感的痛苦体验就在于“我们损失了我

们的自尊,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

从对于他人给予我们的越来越少的尊敬的忧虑中,
从我们由于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而产生的沮丧中,
感到了自我的降低。”[1]448 学术耻感的发生与以下

要素相关:
(一)不正当学术行为或意图

在《修辞术》中,亚里士多德将羞耻定义为“一种

与坏事相关的痛苦或不安”,并认为“坏事”是“由邪

恶所致的结果”。[2]428 在现代,与耻感相连的“坏”事
情通常指道德意义上的不正当行为或意图,而不是

任何错误行为或意图。引发学术耻感的行为或意图

发生的行为,如剽窃他人成果、捏造数据、一稿多投、
学术交易等,具有道德属性,是逾越道德底线的行

为,这是学术耻感区别于学术愧感、羞感的重要标

识。后两者并不必然源于与道德有关的情形,往往

由研究者自身无法把控、无法负责的身体特性或行

为能力所引发。[3]愧感往往与行为者因能力、水平、
经验不足而导致的目标落空或行动失败有关,与道

德无必然联系。例如,参赛失利可能会令参赛者心

生愧感,但并不可耻。“羞”在中文用语习惯中常与

“愧”或“耻”连用,侧重点通常在“愧”和“耻”,有因

“愧”而“羞”、因“耻”而“羞”之意。当然,羞感也可以

自然发生,不必然与不正当行为或能力不足有关。
例如,某人在公众场合发言感到紧张害羞。“羞感是

人性的本能反应,耻感是人性的观念反映。”[4]

引发学术耻感的不正当学术行为或意图主要是

指研究者自身行为或意图,但有时也可以是被研究

者视为自身行为一部分的他人行为。在科学研究高

度社会化时代,研究者不仅以个体身份存在,而且总

是隶属于各种形式的学术共同体,被看作是自身所



在的大大小小的学术共同体的形象代表,他们所属

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行为表现常常被视作是研究者自

身的表现。当研究者不仅把自身,而且把与自己有

着密切联系的学术共同体及其成员也作为自我的一

部分时,学术共同体内出现的某些不正当行为往往

会被研究者视为自身行为而给研究者带来耻感。
(二)自我否定性道德评价与自尊

研究者不正当学术行为或意图本身还不足以引

发学术耻感,学术耻感是主体观念作用于行为或意

图的结果,是研究者根据自己所信奉的学术道德观

念及标准对自身学术行为或意图进行道德评判,意
识到自身行为或意图与学术道德标准之间的差距,
进而做出否定性道德评价时所产生的自我感受。
“正是我们的生活计划决定着我们引为羞耻的是什

么,所以,羞耻感是和我们的渴望、我们奋力以求的

事 物 以 及 我 们 希 望 与 之 联 系 的 那 些 人 们 相 联

系的。”[1]446-447

学术耻感的产生离不开自尊心。自尊是主体对

于自我价值的认同与维护,体现了主体对于自我生

活谋划值得追求并且对自己有能力去实现理想目标

的确信不疑。学术耻感是担心或惧怕自我价值被降

低和尊严受折损而产生的痛苦体验,研究者自尊心

越强,越是认同和维护自身价值,在面对自身不正当

学术行为或意图时,就越容易产生耻感。因为不正

当行为或意图反映出他自身的学术道德品质缺陷,
而这些学术道德品质恰恰是他实现自身学术生活谋

划和确证自身价值的基本方面,学术道德品质方面

的缺陷让他感到了自身价值被降低的威胁。所以,
自尊是学术耻感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一个对自我

价值持否定态度的低自尊者,其学术耻感是麻木的。
(三)他人的注视与否定性道德评价

学术耻感虽是研究者对不正当行为或意图的自

我意识,是一种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但并不同于良

心的谴责。[5]良心的谴责源自良知,是自我道德评价

的结果,一个有良知的人倾听内在的声音并据此对

自身行为做出裁断,尽管可能与他人的裁断和期待

并不一致。学术耻感则是自我道德评价和他人道德

评价共同作用的结果,自我否定性道德评价是由他

人的注视和否定性道德评价来触发的,是对他人否

定性道德评价的认同。只有当研究者意识到自身学

术行为或意图在他人看来可耻时,学术耻感才可能

会发生。“羞耻按其原始结构是在某人面前的羞耻

……在反省的范围内,我唯一能遇到的意识是我的

意识。但是他人是我和我本身之间不可缺少的中

介:我对于我自己感到羞耻,因为我向他人显现。而

且,通过他人的显现本身,我才能像对一个对象做判

断那样对我本身做判断,因为我正是作为对象对他

人显现的。”[6]282-283 他人是研究者认识自我的一面

镜子,在学术耻感产生过程中,研究者在他人的目光

中体察自己行为是否得体,从他人的态度来感受自

己是否受欢迎,是否被尊重。“我们的自尊通常依赖

别人的尊重。除非我们感到我们的努力得到他们的

尊重,否则我们要坚持我们的目的是有价值的信念

即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很困难的”。[1]177 他人的肯

定与赞赏是研究者确证自我价值的重要支撑,他人

的否定性评价,或通过言辞或通过姿体、眼神,使研

究者感到了自我价值的降低和尊严的贬损。“羞耻

从根本上是承认。我承认我就是他人所看见的那个

样子。”[6]283 引发学术耻感的行为或意图首先是被他

人视为不正当,然后才是被研究者自己视为不正当。
道德评价总是相对于特定的文化、习俗和群体,

并非任何他人的道德评价都能令行为者产生认同。
所以,耻感产生中的“他人”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其他

人,而是与行为者具有相同或相近价值观念,其意见

为行为者所重视的人。根据亚里士多德观点,这些

人包括“我景仰的人”,或“景仰我的人”,或“我想受

到其景仰的人”,或者“我与之竞争的人”等。[2]432 就

学术耻感而言,“他人”更多来自于学术共同体内部。
学术共同体是一个由共同的学术价值观念、理想追

求、学术规范等连结而成的研究者群体。学术道德

规范是学术共同体的精神契约,通过共同体成员间

的信守与相互监督来维系着学术公共秩序。正是因

为信奉共同的学术道德规范,并且每个成员的学术

发展与共同体息息相连,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贬抑性

道德评价更能够令研究者感到自我尊严的降低。研

究者对自身作为学术共同体成员的身份认同越高,
学术共同体成员的注视与评价越能够作用于研究者

的自我评价与情感体验。当然,这种来自他人的注

视和否定性道德评价既可以是实际发生的,也可以

是存在于研究者想象之中的,因为“他者的眼光—即

来自共同体的评判—时常经过内化,使人即使单独

相处时也与共同体的其他成员同在。”[5]

综上,学术耻感是行动或意图、他人与自我三者

共同作用的结果,包含了研究者“向外看”和“向内

看”的两个过程,体现了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的统

一。“向外看”即感受他人对自身行为或意图的评

价,从中发现自身行为或意图与他人学术道德标准

的差距,是 “向内看”的社会触发因素。“向内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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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选择与内化他人学术道德标准,对自身行为

或意图进行反思,进而发现与自我认同的学术道德

标准的差距,产生对行为或意图的自我评价,这是学

术耻感得以产生的内在依据。他人与自己的否定性

道德评价作用于一个有自尊的研究者,使其感受到

自身价值降低的痛苦,从而促成学术耻感的发生。

二、学术耻感在研究生学术道德成长中的作用

研究生学术道德是知、情、意、行的统一,不仅需

要学术道德认知,还需要研究生对于学术道德规范

能够产生或愉悦或痛苦的情感体验,进而激发出道

德动机,形成道德意志,转化为道德行动。如休谟所

说:“人类心灵的主要动力或推动原则就是快乐或痛

苦。当这些感觉从我们思想和感情中除去以后,我
们在很大程度上就不能发生情感行为,不能发生欲

望和意愿。”[7]学术耻感是研究生学术道德情感的重

要组成部分,不仅有利于公共学术空间的和谐有序,
更有利于研究生自身的学术道德成长。

(一)学术耻感有利于研究生把学术道德规范由

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自我约束

真正的学术道德行为不是靠外部监督、命令、强
制、胁迫等操控手段所带来的行动上的恭顺,而是基

于对学术道德规范认同基础上的自我内在约束。当

研究生对自身不正当行为或意图产生耻感时,担心

自我价值降低的痛苦往往能够激发出他们强烈的道

德勇气,使他们愿意调整自身行为或意图以重新获

得他人和自我的尊重,这就是学术耻感的行为预警

和矫正机制。这一机制发挥作用的过程也是研究生

将学术道德外部约束转化为内在约束的过程。虽然

学术耻感产生离不开他人的注视与评价,即外在约

束,但研究生在他人的否定性道德评价面前之所以

能够产生耻感,并非是对他人评价的盲从或屈从,而
是在对他人评价和他人标准进行自觉反思和自愿认

同基础上,对于自身行为或意图不正当性的自我意

识和自我评价。经过对他人评价的反思和认同,研
究生实际上就把对自身行为或意图的外在道德审判

转化成了内在道德审判,进而在羞耻体验中发出改

过迁善的动机与意志。
(二)学术耻感有利于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自省

研究生的学术道德成长总是寓于点滴的学术实

践之中,离不开经常性的道德反思与自省。学术耻

感是促进研究生进行学术道德自省的情感契机。在

学术耻感产生过程中,他人的注视与否定性道德评

价会刺激研究生对自身行为或意图进行反思,通过

感受他人的注视与评价,将自身学术行为或意图与

自己认同的学术道德标准进行比较,进而对自身行

为或意图的正当性、行为背后的心理意识、如何看待

自我与他人关系以及如何对自身不当行为或意图做

出反应等一系列问题做出思考、判断和选择。学术

耻感产生的过程也是现实自我、理想自我以及内在

化他者之间进行反思和对话的过程。在这一过程

中,学生的道德理性功能被唤醒,道德自省能力得到

锻炼和提升。
(三)学术耻感有利于维护研究生自尊

自尊是研究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的重要心理动

机。因为自尊总是与他尊相联系,通过遵守学术道

德规范来获得社会和他人的尊重,这是主体获得自

尊感的重要来源。维护自尊对于促成研究生学术道

德行动具有重要意义,学术耻感以自尊为心理基础,
反过来则可以起到维护自尊的作用。“羞耻感与自

尊心的关系是一种相互摄养、相互表征的关系。”[8]

学术耻感不只是一种对自我的否定性情感,还是一

种对自我尊严的保护性情感,是为避免尊严受损而

采取的弥补反应。在学术耻感体验中,研究生感受

到的不仅仅是尊严被贬低或丧失的痛苦,更进一步

体会到尊严之可贵,产生否定不正当行为或意图,使
行为或意图返回学术道德标准以重新获得尊严的动

力。学术耻感反映了研究生对自我尊严的重视以及

对于自我尊严丧失的焦虑,以否定的方式捍卫了他

们的人格尊严,成为他们坚守学术道德底线,远离学

术堕落的内在动力。

三、学术耻感在研究生学术道德发展中的局限

学术耻感蕴含重要的研究生学术道德教育价

值,但作为一种自我否定性情感,也有其局限性,它
对研究生学术道德成长的积极作用是一种可能性,
而非必然性。

首先,学术耻感未必带来正确的耻感应对方式。
学术耻感对于研究生学术道德成长的积极作用之一

是通过对于不正当学术行为或意图的耻感体验使他

们按照学术道德规范要求来调整自身行为或意图。
然而,学术耻感本身未必总能把控学生导向这一正

确应对方式。因为耻不是美德,而只是一种感受,
“可以把它定义为对某种不名誉事物的惧怕……那

些感到羞耻的人脸就变红,那些恐惧死亡的人脸就

发白。两者都表现为某种身体的变化。这就表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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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是种感受而不是品质”[9]美德能使主体按照符

合道德要求的方式趋向正当的行为,而耻感只是一

种痛苦的感受,在有些人那里,按照道德要求去改过

迁善是摆脱痛苦的一种应对方式,而在另外一些人

那里,则完全有可能发展出其它的应对方式,或知耻

而为,或遮掩抵赖,或迁怒他人、消极对抗,或自暴自

弃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羞耻对个体的影响犹如一

把双刃剑:一方面是一种有效的行为调控机制和动

机性体验,另一方面则可能带来某些心理病理症

状。[10]长期的学术耻感困扰有可能导致研究生的自

我压抑、妄自菲薄、甘于平庸直至出现焦虑甚至抑郁

状况。
其次,学术耻感未必产生正确的行为价值导向。

学术耻感是研究者信奉外部耻感观念或道德标准和

认同外部道德评价而产生的自我否定性情感,研究

者所信奉外部学术耻感观念或道德标准的正当性是

学术耻感产生正确行为价值导向的前提。如果研究

者所信奉的外部学术耻感观念或道德标准是扭曲

的,研究者据此而做出的自我道德评价也会是扭曲

的,由此引发的学术耻感就会造成对研究者行为的

误导。例如,受当今学术界浮躁风气和功利化价值

取向的影响,一些研究生也出现了学术耻感观念的

扭曲和自我评价的失当,不是耻于学术道德上的

不端,而是耻于学术表现上的平庸或失败,“以输

为耻”而非“以恶为耻”。在片面追逐学术功利的

过程中,形成了学术不端的“去耻化”现象,一些本

应为学人所不耻的学术不端行为被赋予各种“合
理性”: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达到学校的学业考

评标准,就无法按时毕业;如果无法按时毕业,就
无法正常就业……。如此,在错置的学术耻感观

念导引下,学术不端就成为一些学生避免学业受

挫的“明智”选择。

四、研究生学术耻感教育的着力点

学术耻感是研究者在特定的学术共同体文化熏

陶下,在与他人的学术交往中逐渐孕育生成的社会

化情感,是后天价值观念作用于行动或意图的结果。
在校研究生初涉学术研究领域,学术道德观念尚处

于形成阶段,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在这一阶段,教育

者如果能够通过合理的教育方法,培养研究生知耻、
辨耻能力,激发他们面对不正当学术行为或意图时

的耻感体验,引导他们恰当的耻感应对方式,将能够

极大克服学术耻感本身的局限性,而使之真正成为

研究生自我完善的情感动力。基于对学术耻感发生

条件、可能作用及局限的审慎思考和论证,研究生学

术耻感教育的着力点应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提高辨耻

能力

学术耻感是一种情感,而非德性,学术耻感发挥

正确行为价值导向有赖于研究生拥有恰当的道德观

念,尤其是形成学术之“耻”与“不耻”的正确界分标

准,能够明辨是非荣耻。这意味着研究生学术耻感

教育绝不能就“耻”论“耻”,必须与学术道德规范教

育,尤其是底线学术道德规范教育相结合,通过开设

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课程、讲座或者在专业学习中的

穿插渗透,使学生明确研究者应该遵守的基本学术

道德规范以及应该承担的学术道德责任。
提高研究生辨耻能力,教育者不只是让学生了

解并服从外在学术道德规范,更要致力于促进学生

的学术道德理性发育,给他们理解和反思规范的机

会,为质疑和讨论留有空间。道德灌输和强制不仅

难以让学术道德规范走入学生内心,成为他们真正

的自我学术道德标准,更容易造成对学生道德自主

性的压抑,使他们丧失理性分析思考的能力,从而在

面对外界各种不同的声音时,无法进行审慎评判,实
现有选择的合理认同。“教授道德既不是布道,也不

是灌输,而是解释。……如果我们不尝试帮助他理

解他应该遵守的那些规范的理由,我们就会贬低他,
使他陷于一种不完备的、低下的道德。”[11]教师要敢

于将学术界的负面典型事件摊开来与学生一起分析

讨论,创设情境,使学生对学术之“恶”的本质与危害

形成深刻体认与换位思考,在师生、生生之间自由平

等的交流对话中,启迪学生领悟学术道德要义,实现

学术耻感观念的共享共建,使拒绝可耻行为成为学

生理性、自主的选择。
研究生学术道德发展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一个

沽名钓誉、浮夸造假成风的学术环境往往会误导研

究生的学术道德认知与评价,难以生长出恰当的学

术耻感观念。因此,加强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教育,
不仅要重视课堂上的显性教育,还必须重视课堂外

的隐性教育,教育者尤其是研究生导师要发挥好身

边人的榜样作用,将学术道德规范教育融入研究生

培养的各环节之中,言传身教并行,把抽象的学术道

德原则人格化、具体化,形象而直观地呈现给学生,
增强感染力,激发学生情感共鸣;同时,利用好广播、
网站、报刊、宣传栏等校园媒体,不仅要表彰优秀学

术人格,传递学术正能量,还要敢于大胆揭露、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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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学术道德要求的行为与思想,净化学术空气,营
造“以荣为荣”“以耻为耻”的校园学术文化氛围,在
潜移默化中提升研究生明辨学术荣耻的能力。

(二)培养研究生学术共同体意识,增进学术共

同体成员身份认同

学术共同体是学术耻感存在的外部依托,学术

共同体成员的注视与否定性道德评价是学术耻感的

重要激发因素。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学术道德规范

越权威,成员间联系越紧密,成员的身份认同度越

高,来自学术共同体的贬抑就越容易激发成员的学

术耻感,不仅为自身的不正当学术行为感到羞耻,还
会为其他成员的不正当行为感到羞耻,从而产生出

学术耻感的群体教育效应。因此,研究生耻感教育

必须重视并充分发挥学术共同体的作用。
一方面,重视培养研究生学术共同体意识。高

校和专业院系是负责研究生培养的最基本的学术共

同体形式。研究生从入学起,就已经成为学术共同

体的一员,只是由于缺少对学术共同体的了解与认

识,大多不能意识到这一点。为此,教育者在研究生

入学教育阶段就要强化研究生学术共同体意识,把
学术共同体的精神气质、价值理念、行为规范及研究

方法等传递给学生,使他们尽早明确自己的身份定

位,尽快适应和融入学术共同体生活,顺利实现从学

习型学生向研究型学生的角色转变。
另一方面,要增进研究生学术共同体归属感。

“重要的是这些团体的内部生活被调整得适合它们

的成员们的能力和需要,并且给他们的价值感提供

着一个可靠的基础”。[1]444 要增进研究生学术共同

体归属感,教育者必须努力创造有利于研究生学术

成长的共同体环境:密切关注研究生学业进展,有针

对性地予以方法点拨与创新能力指导,善于发现学

生的点滴进步,及时予以肯定和鼓励,培养学生的学

术自尊与自信,使之形成良好的自我形象期待;要为

研究生搭建学术交往平台,鼓励专业内部乃至跨专

业之间的自由交流与平等协作;支持学生走出去,参
加国内乃至国际专业学术交流和学术活动,让他们

有更多机会去感受学术共同体的存在与力量,在学

术交往中发展健康的学术人际关系网络,在协作共

生的学术共同体中收获成长与尊严,增强学术共同

体成员身份认同。
(三)激发学术耻感体验,引导学术耻感应对

方式

研究生学术耻感教育是一种道德情感教育,不
仅要进行认知层面的“明耻”教育,还必须在道德认

知与情感体验之间架设桥梁,通过利用和创设学术

耻感产生情境,让学生有机会直接或间接地体验这

种情感带来的冲击,进而对学术不正当行为或意图

形成情感反应定势。“习惯是羞耻的敌人。”[4]研究

生一旦形成学术不端陋习,就会失去对自身行为的

道德敏感性,耻感也随之麻木。为此,教育者要善于

抓住时机,对研究生中可能出现的学术不端苗头,以
高度的教育责任心密切关注,防微杜渐,利用出现学

术不端行为的时机,及时唤起学术耻感体验。
对于那些不“以耻为耻”的学生,教育者要细致

分析原因。如果是因为无知而 “无耻”,教育者应反

思学术道德教育方面的缺失,及时进行补课,使学生

尽快意识到自身行为的不正当性,在一种体现关怀

而非责罚的教育氛围下,帮助学生明耻而又不伤及

他们的自尊。如果是明知故犯、率性而为的“毫无羞

耻”,教育者就要通过警告、批评甚至更严厉的教育

惩罚措施对学生进行及时纠错,必要时予以适度曝

光,借助集体舆论的谴责来引发学生对于自我价值

被降低的担心,同时注意利用耻感群体教育效应,使
学术共同体内的其他学生也能够从中获得耻感体

验。教育惩罚的目的不是压制或者报复,而是为了

唤起受罚者不正当行为的羞耻感,使其重新确立起

对学术道德规范的敬畏心,阻止堕落,引导向善。为

此,教育者必须把惩罚措施与价值引导、劝说、激励、
感化相结合,避免单纯施罚,既向学生表明拒斥学术

不端的坚定立场,同时又传递出改过后依然可以被

接纳的教育宽容。
为确保研究生在学术耻感体验后的合理应对,

教育者有必要进行适度干预和合理引导。那些千方

百计为自己不正当行为遮掩抵赖的学生,其反应本

身表明他已然收到耻感煎熬,遮掩抵赖不过是一种

掩人耳目的“脱耻”方式而已。这种 “脱耻”方式不

仅阻碍学生深刻反省自身行为存在的道德缺陷,也
不可能真正阻断他人的贬抑性道德评价。对此,教
育者先要以强有力的事实证据来指证学术不端事

实,消除学生侥幸心理,再通过批评和劝说,使其明

白问题的根源,意识到推卸责任不过是掩耳盗铃,只
会令自己更加孤立并陷入更深的“耻”感体验之中,
唯有正视学术耻感产生的真正原因,深入反思和纠

错,才能重获他尊与自尊。
那些在学术耻感中走向自我压抑、自我贬低甚

至自暴自弃的学生,其应对方式既表明学生对自身

行为的不正当性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也向教育者发

出了警示信号,即过于强烈的耻感体验已经使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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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尊心受到伤害,学术耻感教育正在滑向它的对立

面。心理学研究表明,耻感的行为调控作用大小并

非与个体的耻感强度成正比:高羞耻感的个体面对

羞耻情境,更倾向于采取退缩、逃避等消极应对方

式,沉溺于对事件灾难化后果的假想之中;低羞耻感

的个体反而更多地使用接受、转换视角、反复回想、
积极重评和重新关注计划等策略,愿意向他人倾诉,
积极听取他人建议。[12]过高或过低的耻感都不利于

产生积极的教育效果。因此,当学生出现上述情况

时,教育者就不宜再纠结于学生的过错,继续强化耻

感,而应采取必要的教育保护性措施来缓解学生的

耻感体验,例如,与学生主动保持交往,营造尊重、关
怀、接纳的集体氛围,鼓励学生重新踏上学术正途,
积极融入科研团队,为其摆脱耻感困境并重建自尊

与自信提供心理支持与行动建议。“羞耻是因为‘个
人怕丧失他人的爱与尊重,而他又很在乎这种爱与

尊重’,他人或他群(尤其是权力所有者或权势者)更
应该珍视‘别人’的‘怕’与‘在乎’,以适当方式回馈

适当的爱与尊重,而不是粗暴地将其毁掉。”[13]

教育者还必须意识到,研究生在自身学术不端

行为面前的不当反应,也有可能是他们在追求自尊

和价值受挫后对于既有学术评价和管理方式的无声

抗议。因此,教育者不仅要从学生找原因,还必须从

自身找原因,反思唤起学术耻感的惩罚措施是否失

当、学术评价标准是否合理、学术管理制度是否公平

公正等问题。例如,以惩罚唤起学术耻感是让受罚

者认识自身行为的道德缺陷而非发泄惩罚者不满,
是为了维护学术道德规范而非教育者权威。教育者

行使教育惩罚权必须防止权力滥用,尤其要注意就

事论事,避免将可耻的事情泛化到与错误行为无关

的事情上,如果超越了边界,不仅会误导学生的耻感

归因,还可能沦为对学生的羞辱,引发怨恨心理甚至

对抗行为。再如,研究生学业要求和评定标准应经

由学校管理者、教师和研究生三方代表共同参与制

定,充分考虑学生的培养类型、专业特点以及学术能

力,避免功利化和“一刀切”。脱离学生实际的“高标

准”“严要求”不仅容易挫伤学生自尊心,而且有可能

使学术不端者成为被舆论同情的一方,从根本上削

弱了学术耻感发生的心理基础和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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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OJian

(SchoolofMarxismStudies,SouthernMedicalUniversity,Guangzhou510515)

Abstract:Academicshameisabasicacademicmoralemotion.Itmaypromotetheself-moralrestraintofpostgraduatesin
academicbehavior,enhancetheirmoralintrospectionability,andmaintaintheiracademicself-esteem.Yet,itmayalsomislead
theiracademicbehavior,evendestroytheiracademicself-awareness,andcausemanypsychologicalproblems.Therefore,the
authorproposesthatinpostgraduateacademicshameeducationweshouldreasonablystimulatethesenseofacademicshameof

postgraduatesandguidethemintherightway,createconditionstoensureitspositiveeffectsandpreventitsnegativeeff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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