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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北京市１０所高校２０４７名博士生的实证调查发现，导师的指导频率、指导方式、指导理念、指导

范围是导学关系的影响要素。博士生 普 遍 认 为 导 师 在 学 术 指 导、道 德 培 养、生 涯 引 导、情 感 支 持 四 个 方 面 对

构建和谐导学关系发挥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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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和谐导学关系”是指在导师制的培养机制下，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和睦、融洽，利于师生共同发展、

相伴成长的积极关系。导师培养研究生的过程，是

以其自身的专业知识、科研经验、思想情感、行为习

惯来影响学生的过程。《学记》曰：“善歌者使人继其

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导师对研究生的指导不仅

体现在学术方面，更重要的是对研究生的思想品德、

人格修养、学术习惯、科研兴趣，乃至未来的职业生

涯选择产生着重大影响。因此，构建和谐的导学关

系不仅是深化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需要重点加强的

工 作 之 一，而 且 对 提 高 研 究 生 教 育 质 量 有 重 要

意义。［１］

本研究以“和谐导学关系”为切入点，以博士生

为调查群体，围绕导师与博士生“导”与“学”的互动

过程，考察和谐导学关系的影响要素，以及博士生对

导师在和谐导学关系中所发挥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二、研究方法

本调查利用分层抽样法选取样本，调查对象为

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等北京地区１０所高校的在读博士生，涉及哲学、经济

学、工学、法学、教育学、理学、文学等１３个专业。

调 查 共 发 放 问 卷２５００份，回 收 有 效 问 卷２０４７
份，有效回收率为８１．９％。调查样本中：２５～３０岁博士

生占主体１３４１人（６５．５％），２５岁以下４３８人（２１．４％），

３０～３５岁２２５人（１１％），３５岁以上４３人（２％）；男生

１３６９人（６６．９％），女生６７８人（３３．１％）；非定向委培

类博士生１７７８人（８６．９％），定 向 委 培 类 博 士 生２６９
人（１３．１％）；一年级博士生８７８人（４２．９％），二年级

博 士 生 ５４３ 人（２６．５％），三 年 级 博 士 生 ３１９ 人

（１５．６％），四年级及以上博士生３０７人（１５％）。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本研究对８７名博士生进行

了深度访谈，以了解影响和谐导学关系的微观因素，考



察博士生个体层面对导师指导作用的认识与评价。
对回收有效问卷进行编码整理，运用ＳＰＳＳ　ｆｏｒ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Ｖ．１６．０统 计 软 件 进 行 数 据 统 计 处 理，统

计方法主要为频数分析和卡方检验。

三、导师指导对和谐导学关系的影响

调查结果显示，８３．４％的博士生 认 为 与 导 师 的

关系“很和谐”或“比较和谐”，１２．５％的博士生表示

与导师关系“一 般”，使 用“平 淡”、“还 行”等 词 语 评

价。４．１％的博士生使用“雇佣”、“上下级”、“放羊”、
“缺少沟通”、“畏惧”、“冷酷”这样的负面评价，显示

导学关系“不够和谐”或“存在矛盾”。（见表１）通过

对导学关系正向评价的问卷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导

师的指导频率、指导方式、指导理念、指导范围是和

谐导学关系的影响要素。
表１　博士生对与导师关系的评价 单位：％

选项 很和谐 比较和谐 一般 不够和谐 存在矛盾

评价 ３９．５　 ４３．９　 １２．５　 ３．３　 ０．８

（一）指导频率

国外相关研究显示，经常得到导师指导的博士

生，完成论文的平均时间为３．４年，３个月接受一次

指导的博士生完成论文则需要４．５年，而一年也难

得接受 一 次 指 导 的 学 生，完 成 论 文 的 时 间 为５．８
年。［２］说明导师的指导频率对博士生学业进展有着

重要 影 响。本 调 查 结 果 显 示，导 师 指 导 频 率１～４
周／次和５～８周／次，博士生对导学关系和谐程度的

评价较高。随着导师指导频率的降低，导学关系和

谐程度选择比例下降，“不够和谐”和“存在矛盾”的

选择比例明 显 升 高。（见 表２）访 谈 中，博 士 生 们 认

为定期而有规律的指导能让他们与导师建立稳定而

密切的科研指导关系，７９．３％的受访博士认为２～６
周／次的指导频率最符合他们学术科研进展的需要。

　　表２　导师指导频率对和谐导学关系的影响 单位：％

指导频率
很

和谐

比较

和谐
一般

不够

和谐

存在

矛盾
总计

１～４周／次
（Ｎ＝１００２）

５２．５　２９．３　１１．７　 ５．２　 １．３　 １００

５～８周／次
（Ｎ＝６３２）

４４．４　２７．１　１７．９　 ８．２　 ２．４　 １００

９～１６周／次
（Ｎ＝２６６）

２２．９　２５．６　２７．０　１７．８　 ６．７　 １００

１６周以上／次
（Ｎ＝１４３）

４．６　 ２０．０　４６．８　２０．３　 ８．３　 １００

　　（二）指导方式

调查中，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方式呈现多样化，
其中“一对 一 面 谈”是 最 常 见 的 方 式，占５３．４％，小

组讨 论 的 方 式（包 括 实 验 室 例 会、ｓｅｍｉｎａｒ等）占

３５．１％，以电子邮件为主要指导方式的占８％，其他

方式的占３．５％。深 度 访 谈 结 果 显 示，“一 对 一 面

谈”是最受博士生欢迎的指导方式，８６．２％的受访博

士表示他们最期待导师能针对自己的能力特点、学

业科研进展情况进行面谈指导，认为“一对一面谈”
不仅让他们在学业上得到指导，更是增进他们与导

师感情的有效途径。近半数受访博士生认为“小组

讨论”的指导方式虽具有促进实验室成员学术交流

的优势，但个体的学业科研困惑常不能在此过程中

得到充分解决。３７．９％的受访博士生表示，尽 管 目

前的指导方式不是他们最为期待的，但考虑到导师

事务繁忙、指导研究生数量多，他们对此表示理解。
此外访谈发现，电子邮件、短信电话等指导方式多见

于导师出国和师生之间存在矛盾的情况。
（三）指导理念

指导理念，是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对自身和

学生主体地位等基本问题的认识，影响着导师对学生

的管理和指导风格。调查结果显示，本着“以学生为

主体”指导理念的导师更易与博士生保持和谐的导学

关系。“以学生为主体”的导师更重视博士生个体的

兴趣、能力和需求，在课题任务承担、课题选题等培养

过程中充分尊重博士生的主观能动性，给予博士生较

大的选择与成长空间。调查发现，在课题任务承担方

面，“有独立完成课题的机会”（４４．４％）和“担任课题

小组长”（４０．５％）的博士生的导学关系和谐程度高

于“仅完成布置任务”的博士生（２９％）。课题选题过

程中，“导师征求博士生意见，共同协商确定题目”的
博士 生 对 导 学 关 系 和 谐 程 度 的 评 价（４７．４％）高 于

“导师主导确定题目”的博士生（２４．３％）。（见表３）
进一步访谈发现，９．８％的受访博士表示自己的导师

在培养过程中只根据课题进度和需要分配任务，重

视课题完成情况而忽视对他们综合能力的培养，认

为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与导师的关系。
（四）指导范围

调查显示，在学术科研范围之外，能在博士生思

想、生活、就业、发展等多方面给予指导的导师更容易

与博士生建立和谐的导学关系。在“博士生求学期间

遇到困惑最希望的求助对象”的调查中，逾三分之一

的博士生最期望导师给予指导（３４．７％），１５．４％的博

·５５·冯　蓉，等·博士生导师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中的作用研究



表３　博士生主体性发挥对和谐导学关系的影响 单位：％

　　　　　　　　　　　　　　　　评价

选项　　　　　　　　　　　　　　　　
很和谐

比较

和谐
一般

不够

和谐

存在

矛盾
总计

承担课

题任务

有独立完成课题的机会（Ｎ＝５９３） ４４．４　 ４２．６　 １２．９　 ０　 ０．１　 １００
担任课题小组长（Ｎ＝３０７） ４０．５　 ４３．７　 １２．７　 ２．２　 ０．９　 １００

独立承担部分课题（Ｎ＝７５５） ３８．０　 ３２．４　 ２７．５　 ０．８　 １．３　 １００
仅完成布置任务（Ｎ＝３８６） ２９．０　 ４５．８　 １９．１　 ４．０　 ２．１　 １００

课题

选题

导师主导确定（Ｎ＝７５７） ２４．３　 ５０．７　 ２２．３　 ２．５　 ０．２　 １００
导师征求意见，协商确定（Ｎ＝１０４４） ４７．４　 ４６．６　 ５．６　 ０．２　 ０．２　 １００

尚未确定（Ｎ＝２４５） ２４．０　 ４４．０　 ３０．７　 ０．７　 ０．６　 １００

表４　博士生求学期间遇到困惑最希望求助的对象 单位：％

选项 导师 辅导员 家人 朋友 同学 院校领导 网络 其他

比例 ３４．７　 １２．６　 １５．４　 １４．９　 １２．５　 １．８　 ５．３　 ２．８

士生向家人寻求帮助，５．３％的博士生通过网络寻求

帮助。（见表４）进一步的访谈发现，６３％的受访博士

生认为自己的导师有着丰富的社会生活经验，他们期

待在 生 涯 发 展、生 活 成 长 方 面 得 到 导 师 的 指 导。

３３．９％的博士生表示，自己的导师很重视博士生的全

面发展，在出国交流、实习就业、担任社会工作等方面

积极创造条件，这使他们从内心感谢导师对自己的鼓

励与支持，有效促进了导学关系的和谐发展。

四、导师主导作用的发挥

（一）学术指导

相关研究发现，导师的学术指导是研究生思维

特征提升、知识 体 系 构 建 方 面 最 重 要 的 因 素，尤 其

是研究生在知识体系的构建上，导师的学术指导作

用远远大于其他因素的作用。［３］导师与研究生之间

的关系在学术指导、学术交流中产生，导学关系的本

质是一个体现教育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关系。［１］调查

中，博士生对导学关系本质属性的评价与此结论一

致。不同专业博士生较为趋同地认为导学关系的本

质属性是“学术指导关系”，其中历史学专业博士生

选择比例最 高（８９．１％）。（见 表５）访 谈 发 现，８６％
的受访博士表示读博的目的是希望在专业上有更深

入的进展，导师的“学术魅力”是自己选择导师的主

要原因。在他们眼中，导师在专业知识、学术经验、
科研能力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权威话语权”，研究生

们在“探索 未 知”的 求 学 状 态 下 需 要 导 师 的 积 极 引

导，导 师 在 学 术 指 导 过 程 中 发 挥 着 主 导 作 用。

５９．１％的受访博士把导师视为“学术榜样”，在学术

指 导中感受到导师的责任心和敬业态度，并因此对

表５　不同专业博士生对导学关系本质属性的评价 单位：％

专业
学术指

导关系

科研合

作关系

从属管

理关系
其他

哲学（Ｎ＝６２） ８２．３　 ７．８　 ９．２　 ０．７
经济学（Ｎ＝１０５） ７６．７　 １５．６　 ５．６　 ２．１

法学（Ｎ＝８３） ８１．９　 １１．３　 ４．９　 １．９
教育学（Ｎ＝５６） ８５．４　 １２．５　 １．９　 ０．２
历史学（Ｎ＝４２） ８９．１　 ８．９　 １．３　 ０．７
理学（Ｎ＝３７７） ６７．２　 ２５．１　 ６．４　 １．３
工学（Ｎ＝８２２） ５７．９　 ３９．７　 ２．４　 ０
农学（Ｎ＝４４） ６９．５　 ２７．５　 ２．８　 ０．２
医学（Ｎ＝４８） ６１．６　 ２９．３　 ７．５　 １．６

军事学（Ｎ＝３７） ５０．３　 １９．４　 ２４．８　 ５．５
管理学（Ｎ＝２５１） ６３．７　 １８．４　 １６．５　 １．４
艺术学（Ｎ＝５７） ７２．７　 ２０．５　 ４．４　 ２．４

文学（Ｎ＝５９） ８９．０　 ８．８　 ２．２　 ０

导师心存尊敬与感谢，更愿意“克服学业困难”、“主

动沟通”从而与导师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１６．７％
的博士生表示导师因忙于“行政事务”、“职称”、“课

题”等而忽视对博士生的指导，学业进展缓慢让他们

“后悔读博”、“后悔选择这位导师”，在遇到学业和生

活上的困难时认为“导师更无暇给予指导”，对导师

缺乏“信任”，较难与导师建立和谐的关系。
（二）道德培养

导师与研究生之间“师徒”式关系，决定了他们

之间有着密切而经常的接触，也决定了导师具有指

导研究生学会做人、学会做事的特殊优势。导师作

为惟真求实的师者，既有高深的学问、科学的创新精

神，又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治学经验。这些优势和

美德，不仅可以感染研究生的心灵，而且还能积极促

进研 究 生 道 德 品 质 的 不 断 提 高 和 人 格 的 不 断 完

善。［４］调 查 结 果 显 示，博 士 生 们 认 为 导 师 在 思 想 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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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学术道德、人生态度、为人处世、基本礼仪等方面

发挥着影响作用。其中，认为导师在“人生态度”上

对自己产生重要或非常重要影响的博士生比例最高

（６３．８％），“学 术 道 德”（６３．７％）和 “为 人 处 世”
（５７％）分别 排 在 二、三 位。（见 表６）访 谈 研 究 发

现，２５．１％的博 士 生 认 为 导 师 对 自 己 的 德 育 培 养

是通过“谈心”、“思想沟 通”、“批 评 教 育”等 手 段 直

接发挥 作 用 的，更 多 博 士 生（７４．９％）认 为 在 日 常

培养过程中，自己 通 过 与 导 师 的 交 往，耳 濡 目 染 中

受到导师的德育 引 导，从 而 不 断 修 正 自 己 的 品 行。
如一位 受 访 博 士 谈 到：“在 与 导 师 接 触 的 过 程 中，
深刻感受到导师对 待 学 生 和 周 围 同 事 的 真 诚 与 宽

厚，对待教学和科 研 工 作 的 认 真 与 严 谨，从 内 心 希

望成为像 导 师 那 样 的 人……”。６４％的 受 访 博 士

表示，与导 师 在 一 起 时 间 越 长 就 越 能 感 受 到 导 师

的师德与 品 格，他 们 对 具 有 高 贵 品 德 的 导 师 怀 有

更多敬意。

　表６　博士生对导师道德培养影响作用的评价 单位：％

　　　　项目

评价　　　　
非常

重要
重要 一般

不太

重要

不

重要

思想觉悟 ２０．５　 ２９．８　 ２６．７　 １７．９　 ５．１
学术道德 ３７．２　 ２６．５　 ２１．３　 １１．３　 ３．７
人生态度 ３８．５　 ２５．３　 ２８．２　 ５．１　 ２．９
为人处世 ３４．６　 ２２．４　 ３０．３　 ７．９　 ４．８
基本礼仪 １７．９　 ３８．６　 ２３．１　 １４．７　 ５．７

（三）生涯引导

生涯理论认为，个体的生涯发展是有导向性的。
舒伯的生涯发展理论中，２４～３０岁是个体生涯从探

索期走向建立期的过程。［５］这正是大多数高校博士

生所处的年龄段。调查发现，一年级博士生中认为

导师对其生涯引导有着“非常重要”或“重要”作用的

占６９．５％，随着年 级 升 高，四 年 级 博 士 生 中 这 一 比

例升 至８３．３％。访 谈 中，受 访 博 士 们 表 示，跟 随 导

师时间越长，导师对其生涯引导的影响就越大。他

们认为导师对其生涯引导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学术 生 涯 的 选 择。半 数 以 上 的 受 访 博 士 生 表

示，导师的学术生涯对自己有很大影响，是导师让自

己体会到科学研究的乐趣，并因此选择继续攻读博

士；二是职业生涯的引导。７６％的受访博士表示，导
师曾根据自己的工作生活经历对他们的未来择业给

予过指导，特别是在地域选择、工作属性、岗位类型

等方面提出自己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明

确了职业发展方向。

　　 表７　博士生对导师生涯引导作用的评价 单位：％

　　　　评价

年级　　　　
非常

重要
重要 一般

不太

重要

不

重要

博一（Ｎ＝８７８） ４９．７　 １９．８　 １７．５　 ７．９　 ５．１
博二（Ｎ＝５４３） ３２．５　 ２８．３　 ２３．９　 １１．６　 ３．７
博三（Ｎ＝３１９） ３６．３　 ３１．５　 ２４．２　 ５．１　 ２．９

博四及以上
（Ｎ＝３０７）

６１．９　 ２１．４　 １１．３　 ４．２　 １．２

（四）情感支持

本研究视野下的情感支持，是对导师在研究生

培养过程中，对研究生给予精神鼓励、情绪疏导、心

理支持的概括。调查中，９４．６％的博士生表 示 导 师

在培养过程中的情感支持，对他们克服各种困难顺

利完成学业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导师在哪个方

面 给 你 最 大 的 情 感 支 持”的 评 价 中，学 业 困 难

（３２．４％）、发展困 惑（２４．１％）和 人 际 矛 盾（１８．３％）
排在前三位。此外，少数学生表示在“生病”、“家庭

变故”、“自然灾害”等情况发生时，导师在精神和物

质上及时给予他们的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了最难熬的

日子。访谈中，６９．２％的受访博士表示导师 的 情 感

支持拉近了导学之间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导师不仅

是学术引路人，更是指引生活航向的前辈。
　　 表８　博士生对导师情感支持作用的评价 单位：％

项目
学业

困难

发展

困惑

人际

矛盾

恋爱

情感

生活

压力
其他

评价 ３２．４　 ２４．１　 １８．３　 ７．２　 １４．５　 ３．５

五、结语

通过调查，本研究发现导师在和谐导学关系的

构建过程 中 发 挥 着 主 导 作 用。在 研 究 生 培 养 过 程

中，尊重学生兴趣、能力、发展需求，重视学生综合素

质培养，关心学生思想生活，具备良好师德修养的导

师更易与学生建立和谐的导学关系；相反，忽视学生

能力培养，缺乏与学生主动沟通，指导行为被动的导

师与学生的关系受到制约。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
提出如下几点对策建议：

（一）建立“导师－博士生”双向考评体系

本研究重点探究导师在构建和谐导学关系过程

中的作用，但并不认为和谐的导学关系只依存导师

作用的发挥。导学关系的构建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

程，博士生对导学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也对导学关系

有着 重 要 影 响。调 查 发 现，受 调 查 博 士 生 中 有

４７．２％“每 天 投 入 学 习 科 研 的 时 间 不 足６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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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的博士生“不愿意参与难度大的课题，只希望

早点毕业”，个别博士生因在校外做兼职而严重影响

学业。博士生投入学习科研时间不足，学习态度不

端正、缺乏刻苦钻研的求学意识等因素直接影响了

和谐导学关系的建立。当前，许多高校都建立了针

对导师的考核制度，鼓励研究生参与评教。本研究

建议也应制定更为完善的博士生考核评价体系，由

导师负责对博士生的学业进度、科研能力、学习态度

等进行考评，并将考评结果与博士生奖助学金挂钩，
引导博士生将主要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科研。

（二）建立导学沟通技巧培训平台

研究认为，在导师发挥主导作用的同时，博士生

应积极与导师沟通，主动获得导师的指导。学校可

建立相关讲座或课程，引导博士生对于导师与自己

的指导关系 形 成 正 确 预 期，并 发 挥 自 身 的 主 动 性。
国外高校在此方面有所尝试，如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Ｄｏｃｔｏｒａｌ　ｓｋｉｌｌｓ　ｐｒｏｇｒａｍ》注重提高博士生在学习、
组织、人际交往和自我管理方面的能力，这些能力在

很大程度上 决 定 了 博 士 生 能 否 处 理 好 各 种 学 业 关

系，特别是构建与导师的和谐关系。［６］此外，学 校 应

搭建平台，加强新任博士生导师培训，培训内容可包

括如何科学督促研究生科研进展、如何与研究生有

效沟通、如何协助处理危机事件等。还可通过政策

解读和案例分析，明确导师教书育人的岗位职责，为
导师提供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政策咨询和服务。

（三）构建并完善导师指导信息平台

研究发现，对导师指导满意度低是导学关系不

够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有培养环节中，尽管

入学前导师与博士生有互选的自由，但由于时间短、
接触少，导师与博士生之间缺乏深入了解。而一旦

选定导师，更换的可能性不大，容易对双方都带来不

良的影响。访谈发现，有些学生在报考博士时，对导

师最新科研方向缺乏了解，入校后发现导师的研究

内容与自己兴趣点不一致。还有少数博士生，攻读

博士过程中发现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所期待的就业目

标相去甚远。８４．３％的受访博士表示在报考博士选

择导师的过程中，缺乏全面了解导师指导情况的信

息平台。他们只能在学校或学院的网页上尽可能多

地搜索导师信息。因此，可尝试构建并完善导师指

导信息平台，让博士生在报考环节能够有机会了解

导师近年来的教学科研情况、指导博士生数量、担任

行政职务情况、所培养博士生毕业情况、就业去向等

详细信息，增强研究生对所选导师的了解，如可鼓励

博士生导师建立个人网络主页等。同时也可加强导

师在录取环节对研究生的考察力度。在博士生与导

师关系出现 问 题 时，可 为 博 士 生 配 备 副 导 师，增 加

“多对一”、“多对多”等指导模式，从而保证博士生人

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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