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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１２所高校１４９６名师生的问卷调查和对１００多名师生的一对一访谈发现,研究生导师师德建

设在组织领导、制度建设、导师主体、文化建设、激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新时期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下,高校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必须做到“五个强化”:强化组织领导,全力打造纵横联动协同格

局;强化制度建设,构建导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导师主体,立足源头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强化文化建设,

精心营造立德树人校园环境;强化激励机制,健全师德师风建设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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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强调,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立德树人的基

本内涵,大致可以分为立德与树人两个方面,“立德”
为确立品德、树立德业,“树人”为培植成长、培养成

才.立德树人,才能立人达人,成人成己.立德树人

直接指向了教育的本质,这既是对中华教育传统的

继承和发扬,也是对当前教育现实的关注与回应.
高校师德师风建设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全部教育教

学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根本任务.研究生导师以其

学识高、示范强、影响大在高校师德师风建设中扮演

重要角色,是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指引下推进学校

师德师风建设的核心力量.课题组选取全国不同区

域的１２所高校对１４９６名师生作了问卷调查,并对

１００多名师生作了一对一访谈,深入调研高校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探讨增强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责

任担当的路径与方法.
一、以研究生导师为研究对象的

高校师德调研状况

“师德”即教师的职业道德,师德是高校教师操

行修养的基本规范,是教书育人的根本保证.教育

部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修养»中,高校师

德包含了“教师职业理想、教师职业责任、教师职业

态度、教师职业纪律、教师职业技能、教师职业良心、
教师职业作风、教师职业荣誉”八个方面内容.教育

部等颁布的«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从“爱国

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服务社会、为
人师表”六个方面阐述了高校师德规范.课题组综

合数十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当前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指引下高校师德师风从“热爱教育”“教书育

人”“热爱学生”“严谨治学”“团结合作”“为人师表”
“廉洁从教”七个维度展开调研,在浙江大学、对外经

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南开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西南大学、陕西

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延安大学、青海大学共计１２所

高校发放问卷１８００份,经严格筛选,最终确认有效



问卷１４９６份,其中有效教师问卷７２４份,有效学生

问卷７７２份,同时还对１００多名师生作了一对一访

谈.通过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研究生与非

研究生作出评价的对比研究、交叉分析,探讨高校研

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的基本状况.
此次调研覆盖了我国东南西北中各个区域;高

校类型既有综合型大学,也有专业型高校;受访教师

年龄层次从１９５０年代到１９８０年代出生均有所覆

盖,专业领域涵盖文理工农医等各个领域,技术职称

包括初级中级高级及院士等各个层级,其中研究生

导师占５９％;受访学生专业领域包括文理工农医等

各个领域,涵盖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
士研究生等各个层级,其中研究生占４５％.

(一)研究生与非研究生对师德评价的比较分析

根据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研究生与非研究生对

高校师德评价的均值来看,在各个维度研究生对师

德的评价均比非研究生的评价要低(如图１).这说

明研究生对于高校师德师风认可度比非研究生要低

一些.

图１　研究生与非研究生对师德评价均值对比雷达图

从研究生与非研究生对高校师德的重要性评价

均值来看,在多个维度研究生对师德重要性的评价

普遍比非研究生的评价要高(如图２).这说明研究

生对于高校师德师风重要性的感触和认同要比非研

究生更强烈.

图２　研究生与非研究生对师德重要性评价均值对比雷达图

分析还表明,受访学生的年级层次与对高校师

德总体评价呈显著的负相关(如表１),评价均值按

照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依

次递减,即学历越高者对教师师德师风总体评价越

低,且具有显著相关性.该相关性与上述雷达图分

析是协调统一的,即学生所在年级层次越高,对师德

师风总体评价则越低.
表１　受访学生年级层次和对高校师德总体评价相关性分析表

总体评价 年级层级

总体评价

Pearson相关性 １ －０．１１４∗∗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５

N ６２２ ６２２

年级层次

Pearson相关性 －０．１１４∗∗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０５

N ６２２ ６２２

　　(二)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对师德评价的

比较分析

统计分析发现,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对

高校师德的评价,除“团结合作”等个别维度外,在大

部分维度研究生导师对师德的评价普遍比非研究生

导师的评价要低(如图３).这说明研究生导师对于

高校师德师风的认可度比非研究生导师低.

图３　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对师德评价均值对比雷达图

从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对高校师德的重

要性评价均值来看,在多个维度研究生导师对师德

重要性的评价普遍比非研究生导师的评价要高(如
图４).这说明研究生导师对于高校师德师风重要

性的感知度和认同度要比非研究生导师更强烈.
分析还表明,受访教师的出生年代与对高校师

德总体评价呈显著的正相关(如表２).即教师出生

越晚、工龄越短,对师德师风总体评价则越高.一般

来说,研究生导师比起非研究生导师往往年资更高、
工龄更长,因此该相关性与上述雷达图分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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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协调统一的.

图４　研究生导师与非研究生导师对师

德重要性评价均值对比雷达图

表２　受访教师出生年代和对高校师德总体评价相关性分析表

总体评价 教师出生年代

总体评价

Pearson相关性 １ ０．０９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２３

N ６２２ ６２２

教师出

生年代

Pearson相关性 ．０９１∗ １

显著性(双侧) ０．０２３

N ６２２ ６２２

　　(三)高校师德调研分析的初步结论

根据问卷调查的统计分析,初步发现研究生及

其导师对高校师德重要性的认同度均比较高,但对

于高校师德师风现状认同度均不高.这可能与高校

对于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不够重视有关.对１２所

高校１００多名师生的一对一访谈也印证了这一状

况,师生普遍认为当前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方面存

在以下共性问题:研究生导师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

倾向;学术功利化现象比较严重;团队精神和学科交

叉合作欠佳;对研究生缺乏爱心,师生关系淡漠等.

二、基于调研分析的问题与建议

对于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存在的问题,课
题组采用交叉分析和相关性分析方法进行分析,对
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从组织领导、制度建设、教
师主体、文化建设、激励机制等方面,梳理了相关的

问题、困境和相关建议.
(一)组织领导方面

有些高校领导对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的重要性

认识不足,缺少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体系作保证.研

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容易被认为是见效慢的“软”指

标,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一些高校和领导没有将此

纳入到学校的总体发展规划中来谋划.调查显示,
分别有２７％以上的受访教师和学生认为高校对师

德师风建设的组织领导不到位.
一些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存在管理体制不

顺、组织机制不畅、管理权限不明的问题.大多数高

校在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方面存在“多头领导”的情

况,但管理部门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机制和清晰的

职权划分,虽是齐抓共管但却难以形成合力,使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没有系统有效的体系保障.调查显

示,关于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应采取的措施,

３９．７１％的受访教师和学生建议学校领导重视师德

师风建设,４５．８６％的受访教师和学生建议高校加强

对教师师德师风建设的组织和领导.
(二)制度建设方面

大部分高校针对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的制度普

遍不健全,有些学校虽然制定了一些规范和制度,但
相对笼统,定性的多、定量的少,缺乏可执行性和操

作性,一些规范形同虚设,容易流于形式.调查显

示,４７．１０％的受访教师和４４．５６％的学生认为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方面主要问题集中在教师管理制度

不健全.３６．８３％的受访教师和学生认为,加强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应切实加强师德师风制度建设.因

此,高校应切实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规范制度建设,
通过建章立制提高管理效率.

调查还显示,４４．６１％的受访教师和４３．７８％的

学生认为高校针对研究生导师师德状况缺乏硬性考

核.５３．３％的教师和５９．６％的学生认为应完善师德

师风的考核体系,并且其中有２４％的受访教师和

２１％的受访学生对完善师德师风考核体系提出建

言.还有６７．３６％的学生认为应把导师个人作风品

德作为重要的考量指标纳入研究生导师考核之中.
分别有近６０％的受访教师和学生在加强研究生导

师师德建设的具体措施中,建议要“完善师德师风的

考核体系”.
(三)导师主体方面

当前,一些研究生导师忽略思想素质的提高和

职业道德的修养,对职业理想认识不充分,定位模

糊,教书育人意识不强,有的甚至出现职业信念动摇

的现象.调研发现,师生在对教师考核构成要素的

认识上,受访教师普遍认为教学成绩最重要、教师个

人作风品德和科研能力次之,而学生则认为教师个

人作风品德最重要、学生意见次之.这从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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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在广大教师心目中,相比“育人”,其更关注“教
书”.课题组进一步分析受访教师工龄等因素对其

选择高校教师考核构成要素的影响.调查显示,发
现工龄在２１－４０年的教师认为个人作风品德最为

重要;工龄在１－２０年的教师则更多地认为教学成

果更重要.从中可以看出不同工龄的教师对于“教
书育人”的直观理解.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受访教师

的统计分析亦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从而可基本判

断,研究生导师大多能意识到师德建设的重要性.
基于科研成果、科研经费在高校教师考评过程

中所占比重较大,部分研究生导师不同程度上存在

“轻教学、重科研”的现象.调查显示,６７．２７％的受

访教师认为高校教师存在轻教学、重科研现象,４１．
４４％的教师认为高校教师育人意识淡薄.６０．２３％
学生认为高校教师轻教学、重科研,４１．０６％学生认

为高校教师育人意识淡薄.即教师和学生均认为高

校教师轻教学、重科研最为严重,育人意识淡薄次

之.因此,高校应对症下药开展工作,推动研究生导

师科研和教学的良性互动,促进科研反哺教学.
(四)文化建设方面

在高校校园文化中,导师的人格、行为是无声的

教育和最有影响的榜样,对学生具有熏陶、感染和潜

移默化的示范作用,但高校对研究生导师高尚师德

师风文化氛围的营造普遍不够.调查显示,有３４．
９４％的受访教师和４３．２６％的学生认为在高校师德

师风管理方面,校园文化氛围不浓.关于加强高校

师德师风的措施,２８％的受访教师和学生建议应加

强教师职业道德氛围的营造.３４．５％的受访教师和

学生建议要树立宣传表彰师德典型,营造尊师重教

的文化氛围.
在社会尊师重教方面的外部环境方面,认为社

会环境对尊师重教不足或氛围缺失的学生比例

(５７．５２％)远比教师职业深受社会尊重(４２．４８％)的
学生比例多.且有６．６１％的学生认为当前社会环境

完全没有尊师重教氛围.这说明一定程度上,教师

职业还不够受尊重.进一步扩充到社会整体风气方

面的外部环境,调查显示,受访教师和学生普遍认为

高校师德师风外部环境的主要问题是受社会道德、
市场经济、功利化风气的影响,在社会中教师的社会

地位偏低.其中,高达７０％以上的教师和学生均认

为主要问题是受功利化风气的影响.这说明一定程

度上,外部环境对于师德师风建设存在着一定的不

利影响.因此,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需要全社

会来共同营造良好的尊师重教氛围.
(五)激励机制方面

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缺乏一套长期有效的

激励保障机制,有的学校没有制定和实施严格的考

核、奖惩、监督等机制,没有真正形成弘扬正气、表彰

先进的舆论氛围,使导师工作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受

到影 响.调 查 显 示,有 ４３．０９％ 的 受 访 教 师 和

４０．０３％的学生认为高校师德师风的奖惩机制不够

完善.关于加强师德师风建设的措施,３８．７８％的受

访教师和学生建议加大教师师德师风奖惩力度.
调查还显示,４０．２％的学生和２８．４％的教师建

议树立和宣传表彰师德先进典型.课题组又对判断

其有效性重要评判标准的师生关注度展开调研.结

果显示,高达７０．８６％的受访者表示曾关心“最美教

师”“师德楷模”等事迹并为其感动.这从一个侧面

说明树立宣传表彰师德师风先进典型的积极效果.
调查还显示,对于教书育人先进标兵评选,受访教师

对此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度,分别有近１/３的教师表

示一定会关注和有空会关注,还有近三成的教师表

示若有熟悉教师入选会予以关注.而在受访学生

中,半数学生表示若有熟悉教师入选会予以关注.
因此,高校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还必须强化师

德激励机制建设.

三、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的对策思路

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是高校师德师风建设的核

心和关键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坚持教书

和育人相统一,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潜心问

道和关注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

统一,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

教.”教书和育人是研究生导师的两大基本职责,研
究生导师负有对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首要责

任.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对学生的成长成才具有极

强的示范效应,因此高校必须着力构建起研究生导

师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着重强调“加强师

德建设”,指出:“加强教师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教

育,增强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教

师要关爱学生,严谨笃学,淡泊名利,自尊自律,以人

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教育感染学生,做学生健康成长

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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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聘用)和评价的首要内容.采取综合措施,建立

长效机制,形成良好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克服学术

浮躁,查处学术不端行为.”
新时期,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和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指引下,高校应按照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会议精神,大力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积极

探索切实可行的方法和举措,解决老问题、预防新问

题,着力提升高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整体水平.
结合在１２所高校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师生的建议,
我们认为,在新时期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下,高校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必须做到“五个强化”:强化组织领

导,全力打造纵横联动协同格局;强化制度建设,构
建导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强化导师主体,立足源头

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强化文化建设,精心营造立德树

人校园环境;强化激励机制,健全师德师风建设保障

体系.
(一)强化组织领导,打造纵横联动协同格局

新时期,高校要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研究生导师

师德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加强组织领导,上下联动,
全员参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

立体化的工作体系.一是要把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

摆在学校师德师风和教师工作的首位,贯穿于管理

工作的全过程,形成主要领导亲自谋划、相关部门各

负其责、有关方面协同配合的领导体制和统一领导、
分工负责、协调一致的工作格局.二是加强研究生

导师师德建设的上下联动,要建立研究生导师师德

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及相应的工作机制,保证研究生

导师师德建设工作落到实处.三是加强研究生导师

师德建设的全员参与,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教授委

员会等教师组织形式,学校教代会和群团组织紧密

配合,支持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群众性教师职业道

德建设活动,使广大研究生导师、研究生、家长和社

会积极参与,形成加强和推进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

的合力.
(二)强化制度建设,构建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高校构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长效机制,应建

立健全教育、宣传、考核、监督与奖惩相结合的师德

师风建设工作机制.一是制定和完善研究生导师职

业道德规范,要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

的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研究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等要求,抓紧制订或修订本校

的研究生导师师德规范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教育

教学规范、学术研究规范、社会服务规范等配套政策

措施,将师德规范要求落实到研究生导师日常管理

之中.二是健全完善研究生导师资格及准入制度,
加快推进教师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制度,在研究生

导师晋升制度中明确师德“一票否决制”,探索重视

师德评价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办法,强化对研究生导师

职业道德的考察和评估.三是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导

师师德教育制度,要把师德师风教育贯穿于研究生导

师培养工作的始终,并将其常态化、制度化,将学习师

德规范纳入导师培训计划,使岗前培训、岗中教育、师
德轮训、专题研讨等有机结合、形成制度,积极探索典

型宣传和警示教育相结合的有效形式和机制.
(三)强化导师主体,立足源头推进师德建设

高校加强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最终出发点和

落脚点都是切实提高研究生导师的职业道德素养,
使高校校园高尚师德蔚然成风.因此必须强调发挥

研究生导师个体的能动性、主体性,加强对研究生导

师主体师德师风的引导和营造,充分发挥导师在研

究生思想政治教育中首要责任人的作用.一是明确

要求研究生导师严格遵守«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

规范»,从爱国守法、敬业爱生、教书育人、严谨治学、
服务社会、为人师表等方面,全方位恪守教师底线,
让每一位研究生导师对师德师风基本要求了然于

心,不折不扣地加以认真执行.二是引导研究生导

师注重提升师德修养,熟练掌握提升师德修养的方

式方法.要充分发挥导师“传帮带”的作用,引导广

大研究生导师坚持学习思考,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

中修炼,在修炼中不断增强道德素养.三是引导研

究生导师加强道德实践,尤其是要引导研究生导师

在教育教学、科研学术、社会服务等具体教育实践活

动中自觉践行师德师风的要求.同时引导广大研究

生导师正确处理好科研与教学的关系,推动科研和

教学良性互动,教书和育人齐头并进.
(四)强化文化建设,营造立德树人校园环境

高校加强和改进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必须借助

于文化建设,凝心聚气,精心营造优秀师德师风,使
之成为校园文化的一股有生力量,让立德树人的文

化氛围蔚然成风.一是多渠道、分层次地开展各种

形式的师德师风宣传教育活动.高校应开展各种形

式的师德师风宣传教育,把教师职业理想、职业道

德、学术规范以及心理健康教育融入研究生导师职

前培养、准入、职后培训和管理的全过程.加大优秀

师德师风典型重点宣传力度,大力褒奖人民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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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师德,广泛宣传模范教师先进事迹,展现当代教

师的精神风貌,促进形成重德养德的良好风气.二

是培育崇尚立德树人的校园文化.要将立德树人的

理念贯穿到校园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中来,以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为指引,进一步优化育人环境,为研究

生导师师德建设提供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三是努

力营造辐射社会的研究生导师师德“正能量”.加大

向社会推介和宣传研究生导师高尚师德的先进事

迹,展现高校教师队伍优秀的精神风貌,引领社会大

众树立尊师重教的新风尚.
(五)强化激励机制,健全师德建设保障体系

高校要研究制定科学合理的研究生导师师德考

核方式和奖惩机制,将师德建设作为学校整体工作

考核和办学质量评估的重要指标,把师德表现作为

遴选研究生导师的必要条件,并作为研究生导师业

绩考核、职称评聘、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的首要内容.
一是建立和完善研究生导师师德考核机制.高校应

准确把握研究生导师师德建设的现状,建立和完善

科学的师德考核机制,将«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

范»作为研究生导师师德考核的基本要求,制订具有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考核制度,结合研究生导师教

学科研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聘期考核全面评价其

师德表现.高校应将师德考核纳入研究生导师考核

评价体系,作为研究生导师绩效评价、聘任(聘用)和
评优奖励的首要标准,严格执行“一票否决制”,完善

研究生导师师德问责机制.二是建立和完善研究生

导师师德奖惩机制.高校应建立科学的研究生导师

师德奖惩机制,对师德表现突出的研究生导师,要予

以重点培养、表彰奖励;对师德表现不佳的研究生导

师,要及时劝诫、督促整改;对师德失范的研究生导

师,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建立健全研究生导师师

德考核档案,将师德考核结果与研究生导师的聘任、
晋升、工资、评优等切身利益挂钩,切实实行“师德优

先制”,充分发挥师德师风的导向和监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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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aquestionnairesurveyover１,４９６teachersandstudentsandinterviewswithmorethan１００teachersandstudents
in１２higherＧlearninginstitutions,theauthorfoundsomeproblemsof moralitybuildingforpostgraduatesupervisorsin
organizationalleadership,institutionalimprovement,supervisors’body,culturalconstructionandincentivemechanism．To
liveuptothepresenttaskrequirementforeducatingpeoplewithmorality,theauthorproposesstrengtheningandimprovingthe
moralitybuildingforpostgraduatesupervisorsinfiveaspects,namely,tostrengthenorganizationalleadershipwithconcerted
effortstocreateacomprehensivelycoordinatedworkpattern;tostrengtheninstitutionalimprovementbybuildingalongＧterm
moralitybuildingmechanismforsupervisors;tostrengthentheroleofsupervisorsin moralityatthesourcelevelforthe
moralitybuilding;tostrengthenculturalconstructionsoastocreateacampusatmospherefor moralitybuildingandto
strengthenincentivemechanismtoimprovetheguaranteesystemformoralitybuilding．
Keywords:toeducatepeoplewithmorality,teachers’morality;postgraduate;supervi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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