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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品味完一部作品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需要
好好地对所收获的东西写一篇观后感了。观后感对于我们来
说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写好一篇观后感呢？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观后感优秀范文，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观后感篇一

做学问绝不是为了争名利。知识分子是社会良心的引领者，
肩负弘扬科学精神的使命。

科学研究是一种修行，不畏艰难险阻，提升品格。当前，科
学家和研究人员有非常高的地位，也有非常大的责任。做学
问要有自信。我自己当前在科研中面临很多困难，听过报告
后，我觉得需要鼓起勇气，克服交叉学科研究的困难，静下
心来读书，静心做学问，以内在提升为主，做自己有兴趣而
又有价值的东西。不能把荣誉作为目标。爱因斯坦说，大多
数人说是才智造就了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错了，是人格。

教育以培养完整的人为目标，捍卫科学道德，维护学术尊严。
报告中提到，汽车修理工、伊利送奶工成为优秀的.动物克隆
专家，我们有理由相信，人人渴望成才，人人都能成才。我
国的科研实力和创新实力一天天变强。我们应当珍惜机遇，
磨砺品格，不断探索，维护学术尊严，坚定理想信念，勇做
时代的弄潮儿。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观后感篇二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始终关系着惟独祖国的兴亡，民
族的兴亡，所以文风建设在大学教育中尤为重要。



教育肩负着国家的重任，在全面建设上才小康社会的道路上
所发挥着重要作用。大学教育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基础知识和，
还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自我管理学生充分认
识自己，确立明确的目标，关注社会、国家大事，培养爱国
主义精神，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在高校教学体系不断改革的过程中，学校不仅创造了更好的
努力学习氛围，更宽松舒适的学习环境，也创造了更越来越
方便的学习条件。任何事物几乎有两面性，互联网也是。我
们不得不承认，互联网全球化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我们可以在不离开家的情况下环游世界，找到我们试著的信
息，这对我们的学习有希望。前提是我们能正确使用手机，
自制力很重要。有多少学生把时间浪费在游戏和微博上。没
有手机他们会觉得不舒服，每两分钟就要摸一次。大学不是
高中。在高中，老师总是严格监督和把握，但大学里的一切
都是靠知觉。自律真的很重要，但也很难。我们刚到一个相
对开放自由的`环境，很容易控制自己“飘”。而且有一句高
中数学老师的话，“大学容易”，这是大学生中曾普遍存在
学子的现象。最近几天中科大有18名学分不达标的学员被学
院一扫而空，让重点大学的学生本该有更强的自尊心，理工
大学现在却从这个学院转到这个学院，产生了十分讽刺的效
果。这件事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大学生活，所有的任务都是
学习，其次是从各方面充实自己。有时打打游戏常常放松一
下也可以，但切记不要痴迷。我们应该应该很高兴学校给我
们提供更多了一个非常浓厚的学习氛围。我们应该拖住好机
会，努力学习，塑造我们的未来。

学风建设不仅要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培养学生的
爱国主义精神。在班会上，我们老师说，特别是这几年，外
国节日的现象不仅严重，甚至在圣诞节等别国节日，政府有
关部门都会用装饰品替别人庆祝。也许很多人并没有理解这
些节日的意义，只是跟着别人的脚步去刷存在质感感。就像
别人一样，我做这个不像是不适应，跟不上节奏，害怕被别
人嘲笑。也有一些菲律宾人把外国的节日记在心里，却丢掉



了我们的传统节日。我们生活在中国的农村土地上，我们是
中国人的后代。我们中国五千多年的我国历史佛教文化，是
不是比几个外国节日影响力都小？还不够普及吗？但这些不
是，只是我们的心理问题，我们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一个中
国人，我们应该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到骄傲，我更应该为自
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骄傲。我们应该应该认得一本中国护照。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我们的祖国都能保护你，爱我们，
更爱我们的祖国。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除非严格要求自己，用自己的无
私说话。学风建设最重要团结一致的是依靠学生的共同努力，
互相鼓励，互相监督，谈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大学生。

监督，谈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合格大学生。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观后感篇三

与往年不同的是，首都高校2011届研究生新生入学后的第一
节课，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的。为他们授课的是知名院士。
10月13日，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首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邀请师
昌绪、袁隆平、杨乐等著名学者以自身经历，向2011年新入
学的5700多名研究生新生宣讲如何遵循科学道德和科学规范。

近年来，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
题。据中国科协调查，有近四成的科技工作者对科研道德和
学术规范缺乏了解，近半数没有系统学习过科研规范知识。
超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
信最严重的群体，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
态度，科研诚信意识淡薄。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仅仅依靠外界监督、制定惩罚措施是不
够的。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认为，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应是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项共同使命和长



期任务，应把科技与教育的作用形成合力，从源头抓起，在
新入学的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系统
宣讲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深刻揭示
学术不端和不当行为的巨大危害，引导他们走好学术生涯第
一步。

2011年9月，中国科协、教育部成立了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并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知》。11月份，中国科协与教
育部组织编写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试用
本)》，收录了53个鲜活案例，目前已印制1.5万册，发送各
省、区、市科协和教育厅(教委)以及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

师德楷模，身体力行宣讲科学道德

“中国科协与教育部联合发起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宣讲活动正确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
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在校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
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大会致辞中开宗
明义地指出了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德学双馨的楷模，已经91岁高龄
的师昌绪老先生，亲手撰写发言稿，用钢笔把发言稿改了一
遍又一遍，他的每一场报告会都被青年学子围得水泄不通。

作为宣讲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杨乐院士把这一工作看作是自
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夫人身患重病，急需自己在身边照
顾，但在每次接到地方的宣讲邀请时，他都会按时出现在宣
讲报告会的现场。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田昭武和田中群院士是有名的“父子院
士”。田昭武教授为了给福建高校作好第一场报告，反复修
改完善讲稿，还请田中群院士提出意见，看他的报告能否被



青年学子接受。

著名科学家杜祥琬、叶叔华、杨福家、杨叔子、黄伯云、欧
阳自远等，纷纷在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积极参与宣讲教
育，精心准备宣讲报告。

截至2011年12月份，宣讲教育活动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近70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5万名研究生新生已接受了科学道
德宣讲教育。全国高校56个研究生院也全部开展了宣讲教育。
参加宣讲教育活动的院士和著名专家达100多位。

学风建设，力争常态化、多样化、制度化

治理学术不端，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是个很好的
“抓手”。

辽宁省选择沈阳、大连和锦州地区部分高校作为教育示范基
地，主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全省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人进行培训，研究创新教
育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贵州除安排集中宣讲外，还安排8场覆
盖相关高校的宣讲活动。

作为宣讲活动的重点，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也积极行动起来。
南开大学积极承办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国际
论坛，并邀请杜祥琬院士等中国科协科学道德与权益专委会
委员们面向1500多名新入学研究生举办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专题报告会，周边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纷纷赶到现场聆
听科学家现身说法，反响极其热烈，师生们普遍反映受到心
灵的震撼和启迪。

11月30日上午，首届山东省十大名医表彰大会暨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济南市南郊宾馆举行，恰逢济南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一位研究生新生听完报告会感
慨：“能这么近距离的聆听知名专家教授的教诲、感受他们



治学的魅力、使自己在今后科研中少走弯路，冒再大雪过来
也值。”

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新生听完报告会后深有感触：“做科
研就像和尚打禅一样，要耐得住寂寞。在做一个课题的过程
中，可能很久出不了文章，或者出不了什么科研结果，但是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科研方向。”

中国科协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中国科
协将与教育部联合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及时总结、推广各地
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二是推动建立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教育常态化、多样化、制度化的有效机制，并真正成为研究
生培养的一个必须的重要环节。三是逐步扩大宣讲教育范围。

1.2016学校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2.2016大学优良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3.2016关于优良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4.2016关于高校学风建设班会心得体会

5.学风建设心得体会800字

6.学风建设心得体会2000字

7.最新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2016

8.2016关于高校加强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9.2016年部编教材网络培训会小学道德与法制心得体会

10.2016讲道德有品行心得体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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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观后感篇四

与往年不同的是，首都高校届研究生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节课，
是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的。为他们授课的是知名院士。10
月13日，中国科协、教育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
都高校“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邀请师昌
绪、袁隆平、杨乐等著名学者以自身经历，向20新入学
的5700多名研究生新生宣讲如何遵循科学道德和科学规范。

近年来，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已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
题。据中国科协调查，有近四成的科技工作者对科研道德和
学术规范缺乏了解，近半数没有系统学习过科研规范知识。
超过五成的研究生认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是违背科研道德与诚
信最严重的群体，相当数量的研究生对学术不端行为持宽容
态度，科研诚信意识淡薄。

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仅仅依靠外界监督、制定惩罚措施是不
够的。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希认为，科
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应是科技界、教育界的一项共同使命和长
期任务，应把科技与教育的作用形成合力，从源头抓起，在
新入学的研究生中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系统
宣讲科学精神、科学道德、科研伦理和学术规范，深刻揭示



学术不端和不当行为的巨大危害，引导他们走好学术生涯第
一步。

2011年9月，中国科协、教育部成立了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宣讲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并联合下发《关于开展科学道德
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的通知》。11月份，中国科协与教
育部组织编写了《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参考大纲(试用
本)》，收录了53个鲜活案例，目前已印制1.5万册，发送各
省、区、市科协和教育厅(教委)以及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

师德楷模，身体力行宣讲科学道德

“中国科协与教育部联合发起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宣讲教育
活动，就是希望通过宣讲活动正确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特别
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和在校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坚守学术
诚信，完善学术人格，维护学术尊严，旗帜鲜明地揭露和抵
制学术不端行为。”中国科协主席韩启德在大会致辞中开宗
明义地指出了活动的目的和意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作为德学双馨的楷模，已经91岁高龄
的师昌绪老先生，亲手撰写发言稿，用钢笔把发言稿改了一
遍又一遍，他的每一场报告会都被青年学子围得水泄不通。

作为宣讲专家组的成员之一，杨乐院士把这一工作看作是自
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虽然夫人身患重病，急需自己在身边照
顾，但在每次接到地方的宣讲邀请时，他都会按时出现在宣
讲报告会的现场。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田昭武和田中群院士是有名的“父子院
士”。田昭武教授为了给福建高校作好第一场报告，反复修
改完善讲稿，还请田中群院士提出意见，看他的报告能否被
青年学子接受。

著名科学家杜祥琬、叶叔华、杨福家、杨叔子、黄伯云、欧



阳自远等，纷纷在百忙中挤出宝贵的时间，积极参与宣讲教
育，精心准备宣讲报告。

截至2011年12月份，宣讲教育活动已覆盖全国31个省区市，
近700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5万名研究生新生已接受了科学道
德宣讲教育。全国高校56个研究生院也全部开展了宣讲教育。
参加宣讲教育活动的院士和著名专家达100多位。

学风建设，力争常态化、多样化、制度化

治理学术不端，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活动是个很好的
“抓手”。

辽宁省选择沈阳、大连和锦州地区部分高校作为教育示范基
地，主要开展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对全省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人进行培训，研究创新教
育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贵州除安排集中宣讲外，还安排8场覆
盖相关高校的宣讲活动。

作为宣讲活动的重点，高校和地方科研院所也积极行动起来。
南开大学积极承办第十三届中国科协年会科学道德建设国际
论坛，并邀请杜祥琬院士等中国科协科学道德与权益专委会
委员们面向1500多名新入学研究生举办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专题报告会，周边高校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纷纷赶到现场聆
听科学家现身说法，反响极其热烈，师生们普遍反映受到心
灵的震撼和启迪。

11月30日上午，首届山东省十大名医表彰大会暨科学道德和
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济南市南郊宾馆举行，恰逢济南
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一位研究生新生听完报告会感
慨：“能这么近距离的聆听知名专家教授的教诲、感受他们
治学的魅力、使自己在今后科研中少走弯路，冒再大雪过来
也值。”



北京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新生听完报告会后深有感触：“做科
研就像和尚打禅一样，要耐得住寂寞。在做一个课题的过程
中，可能很久出不了文章，或者出不了什么科研结果，但是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科研方向。”

中国科协有关部门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下一步，中国科
协将与教育部联合推动以下工作：一是及时总结、推广各地
的成功经验和有益做法。二是推动建立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教育常态化、多样化、制度化的有效机制，并真正成为研究
生培养的一个必须的重要环节。三是逐步扩大宣讲教育范围。

1.学校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2.2016大学优良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3.2016关于优良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4.2016关于高校学风建设班会心得体会

5.学风建设心得体会800字

6.学风建设心得体会字

7.最新小学道德与法治培训心得体会2016

8.2016关于高校加强学风建设心得体会

9.部编教材网络培训会小学道德与法制心得体会

10.2016讲道德有品行心得体会教师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观后感篇五

爱国精神是科学家精神的灵魂。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



自己的祖国。热爱祖国的人，才拥有完整人格。没有人
格，“学问”越大，对社会的危害也越大;没有人格，也不可
能有真“学问”。这就是人格与学问之间深刻的辩证法。追
求知识和真理是中国科学家的初心，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广
大人民群众亦是中国科学家的初心。在新时代，广大科技工
作者不忘初心，就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
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

创新精神是科学研究最鲜明的禀赋。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只
有第一没有第二。近5来，世界科学中心的几次转移，无不记
载于人类敢于争先勇立潮头的拼搏史之中。19世纪之所以被
誉为“科学的世纪”，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发现创造性地通
过技术应用第一次走出书斋和实验室，转化为巨大的社会生
产力，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劳动生产
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面对日趋激烈关乎国运的世界高
新科技竞争，抢占制高点，布局于长远，是当代中国科学家
的时代担当。面向未来，中国科学家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机。同时，
科学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要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为科
技创新提供宽松社会氛围。

求实精神是科技发展进步的原动力。科学是面对未知的无尽
的探索，是揭开自然“面纱”的较真较劲。没有不变的发现
模式，也没有恒定的预期路径，不变的只有对客观真理的不
断探求和追寻。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
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
点。”新时代科学家秉持求实精神，就是要永葆好奇之心，
不盲从权威，不迷信教条，敢于怀疑，大胆挑战;同时，尊重
科学发现的规律，客观诚信，不浮躁求成，不急功近利。弘
扬求实精神，还要坚持立德为先，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特别是在涉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器官移植技术基因编辑技术
等前沿生物技术的研发和利用时，不得突破伦理和法律的底
线。



奉献精神成就科学家高尚人格风范。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
用数十年走完了西方一两百年的科技发展之路，描绘出无愧
于时代的科技创新版图，这得益于中国科学家甘坐冷板凳甘
于无私奉献。相比于单纯的才智成就，奉献精神是更为宝贵
的道德品质，是支撑起站得住脚的科学成就的精神力量。只
有弘扬奉献精神，才能“既赢得崇高学术声望，又展示高尚
人格风范”。

协同精神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之必需。纵观人类科技史，不难
发现，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等所处的时代，主要是科学家个
人探索的时代;17世纪60年代，以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科学院的
先后成立为标志，科学研究的建制化时代来临;工业革命之后，
科学共同体不断涌现，科学研究的组织化程度日益增强;经济
全球化的今天，科学家单打独斗闭门造车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科学家之间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之间甚至国家政府之间的团
队合作集体攻关成为时代潮流。这就需要跨界融合协作互利
的新思维。中国科学家应弘扬协同精神，把个人理想自觉融
入国家发展进程，培养国际视野，加强国际合作，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贡献。

育人精神关乎科技事业长远发展。科学是一项承前启后不断
超越的伟业，是甘当人梯的前辈和不断超越的后辈教学相长
的过程。历史上伟大科学家的魅力和胸怀以及年轻人的努力
和超越，对一个学科甚至一个学派的发展至为关键。如高斯
黎曼克莱因希尔伯特之于哥廷根数学学派，玻尔海森堡之于
哥本哈根学派，钱学森邓稼先钱三强于敏王淦昌朱光亚等之
于中国“两弹一星”工程……对新时代中国科学家来说，要
身先士卒慧眼识英奖掖后学，把发现培养青年人才作为一项
重要责任;对年轻科技人才来说，要立鸿鹄志严谨求实敢于创
新，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不断超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