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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导师和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中的两个基本主体,双方关系状况,直接影响着我国研究生教育的水平;

目前研究生教育中存在四种师生关系形态:师徒式、合作式、冷模式、对立式;在导师和研究生相互作用中,导

师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构建良性互动机制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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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 Gossinghamunivesity的 Gastineau博士

说:“研究生阶段是很可怕的.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

一个没有经历过经济危机、精神危机、情感危机以及

与导师关系危机的研究生.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体系

如此可怕的原因”[１].近两年来,杨宝德事件① 和李

鹏事件② 的接连发生,以及１０％左右研究生调换导

师的意愿诉求,考验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主管部门

的智慧和能力.如何构建导师与研究生的良性互动

关系,最大限度地防止悲剧重演,立德树人,进一步

优化研究生学习环境,已经成为研究生培养中的关

键问题之一.

一、研究生和导师的主要特点

深入分析、准确判断约束主体,是构建良性科学

机制的前提.在研究生教育中,研究生和导师是对

立统一的两个基本细胞.
(一)研究生的特点

研究生位于我国人才体系的顶端,承载着国家、
社会、学校、家庭的美好憧憬与期待.

１．来源广泛.与本专科生来源于高中毕业这个

单独渠道相比,研究生来源则广泛得多,一是本科毕

业后没有参加工作而直接考研深造的,这是当前研

究生的主要力量;二是大学期间由于成绩突出,品格

良好而被保送读研的,这部分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三
是已经参加工作的青年人,为了更新知识或改善生

活环境,选择考研.

２．类型多样.按学位层次,研究生可分为硕士

生和博士生;按工作状态,可分为统招和同等学力,
统招生又分为脱产和非脱产;按培养单位,主要包括

三类:一是高等院校;二是科研院所;三是大型企业.
充分利用企业资源培养优秀人才是我国研究生教育

的特色之一;按培养目标,研究生分为学术型和专业

学位型,学术型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学位型主要

针对应用类人才.

３．阅历丰富,生理成熟,独立性较强.研究生年

龄大都在２３岁以上,生理、心理相对成熟,有较为复

杂的社会关系和较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很多问题有

自己的独到见解和基本判断,思想认识已初步定型.

４．自我认同度高、心理压力大.在我国人才培

养体系中,研究生一方面自我认同度高,他们人格上

自尊、自信、自立,有较强的抗挫折能力,大多都具有

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另一方面,因为面对学

习就业、婚姻家庭、人际关系等多重压力,容易出现

烦躁和苦恼,尤其在遇到棘手问题时,挫败感和自我

高期望之间就会形成强烈反差,如果不能及时调整,



心理问题就会产生.
５．围绕导师形成人际关系网.研究生跟导师最

为亲密,在校期间的人际关系网主要围绕导师展开,
同一导师的同一届别或不同届别的学生,往往以师

兄弟、师姐妹相称,学习生活形成小圈子,联系紧密.
(二)导师的特点

研究生导师一般是招生单位的骨干和中坚,具
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明确的研究方向,有些导师还

承担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有充足的科研经费保障研

究生试验器材、学术交流和基本生活.
１．导师大都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是学科、学

术带头人或有一定的学术影响力,承担较重的科研

教学压力;有些导师还担任学校重要职务和各种社

会兼职,学术之外的日常应酬较多.
２．导师中年化趋势比较明显.对比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６年研究生导师队伍年龄构成可以发

现,中青年教师已经成为导师队伍的主体:４０岁以

下的青年导师１９９７年约１３８５１人,占总量的２０％,
２００７年约５０６９１人,占２５％,２０１６年约９０６３１人,
占２４％,二十年间基本持平;４０到５５岁的中年导

师,１９９７年约２７５４４人,占３８％,２００７年约１２８１６７
人,占６２％,２０１６年约２３５８１７人,占６２％,前十年

增长幅度巨大,后十年总体持平;５５岁以上导师,
１９９７年约３０２０３人,占４２％,２００７年约２７１７６人,
占１３％,２０１６年约５２４９９人,占１４％,与４０到５５岁

之间导师数量变化方向一致.见表１.
表１　研究生导师年龄结构一览表

　　　比重

年份　　　

总量

(单位:人)

４０岁以下 ４０岁到５５岁 ５５岁以上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数量 百分比

１９９７年 ７１５９８ １３８５１ ２０ ２７５４４ ３８ ３０２０３ ４２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６０３４ ５０６９１ ２５ １２８１６７ ６２ ２７１７６ １３

２０１７年 ３７８９４７ ９０６３１ ２４ ２３５８１７ ６２ ５２４９９ １４

　　此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门户网站教育统计数据绘制而成(http://www．moe．gov．cn/jyb_sjzl/).

　　３．导师一般都具有博士、硕士学位,通过了系统

化学术训练,熟悉研究生培养环节和主要问题.当

前高校以及科研院所能够获得研究生导师资格的,
一般都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而且很多招生单位明

确将学历作为选拔导师的重要条件之一,比如武汉

科技大学２０１７年颁布的«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遴选

与聘任办法»中就规定,１９７０年１月１日以后出生

的教师必须具有博士学位.

４．导师对心理学、教育学专业知识掌握较少.
大多数高校的硕士、博士生导师,虽然参加过教育部

门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也达到了相应水平,但由于

缺乏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学习,对教育学规律和心

理学知识仅限于主观感悟,不能很好理解青年学生

的教育诉求和心理变化,处理矛盾的方法和手段比

较生硬,容易跟学生产生对立情绪.
研究生与导师,是研究生教育中两个特点鲜明

的行为主体,只有正确认识、科学分析,才能真正做

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主观和客观相统一.

二、研究生和导师关系的基本类型

由于导师在招生、资助、培养、答辩、学位授予等

环节都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研究生与导师的相互

关系中,导师处于相对的强势地位,是师生关系矛盾

的主要方面;学生处于相对的劣势,是师生关系矛盾

的次要方面.以双方关系的亲疏程度为标准,可以

将其分为师徒式、合作式、冷漠式、对立式四种.
(一)师徒式

许多导师信奉我国传统伦理关系中“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的信条,自觉做起了学生在校园的第一监

护人,把研究生当成子女,倾注爱心、呵护成长,指导

学术、关心生活,他们会经常跟学生一起吃饭、旅游、
逛街、聊天,请学生到家里做客,甚至会代替父母,操
持学生的终身大事和工作安排,跟学生建立起亲密

无间的良好关系[２].然而,所谓爱之愈深,责之愈

切,他们也会对研究生有较为苛刻的要求,深层次地

介入研究生的私人空间,混淆了导师和家长的区别,
未能正确处理人际界限.目前在读的研究生大都是

“９０”后,是家庭里的独生子女,自我意识较强,处在

师徒关系里的他们大都非常纠结:一方面感恩导师

关怀爱护,另一方面苦恼失去个性自由,结果就是有

的研究生对导师赞誉有加,有的却怨恨有加.
(二)合作式

这种导师比较看重师道尊严,从不试图与研究

生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对研究生的培养主要集中

于学术和道德方面,一般通过讲课、例会、研讨来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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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给学生较多自由选择和学术创新的空间.他们

会给学生提供科研经费和实验器材,双方选定题目,
协同攻关,最终成果归导师和研究生共同享有.处

在这种关系里的研究生,可能有两种倾向:踏实认真

的硕果累累,放任自流的学无所成.
(三)冷漠式

这类导师因为担任重要职务或者校内外兼职很

多,日常事务比较繁忙,与研究生当面交流较少,即
学生口中的QQ导师、微信导师或电话导师,有的学

生抱怨,读研三年跟导师总共见了五次面:录取一

次、答辩一次,中间三次.有个学生在分享读研经历

时说:研一一年,大概除了第一次研究生导师—学生

见面会见过一次后,基本就只活在QQ上了,冷不丁

地分享一些学术资源,偶尔布置个小任务,例如指导

大二学弟学妹看英文文献,看看其他同门师兄妹的

论文提提意见等等.导师这样做的结果,当然就是

双方关系越来越疏远.
(四)对立式

“坦白说,不会有师生情.我导师也拿顺利毕业

威胁过.老师的意思就是合作—你好好给我干活,
我应该就会让你毕业.上了研究生就不要想着自己

是学生了.”这是一位研究生对导师的评价.的确,
在当前导师队伍中,还存在着极少数学术能力欠缺、
思想道德素质较差、言语粗俗、心胸狭隘、不近人情

的导师,他们往往会因为学生家庭出身、本科毕业学

校、考研成绩、有没有带礼物、听不听话等细枝末节

的问题心怀芥蒂,在培养过程中对学生故意刁难、横
加指责,造成双方关系势同水火.还有的导师随意

把师生关系转化成雇佣关系,引起研究生反感.
前两种关系里的研究生,大多数对导师充满感

激,即使毕业经年,仍与导师保持密切联系;后两种

关系中的研究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学术和心理

关照,任其消极情绪蔓延,可能产生严重后果.

三、导师与研究生良性互动关系的构建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成效显著,
在招生录取、课程设置、人才培养、毕业答辩等方面

形成了科学严谨的管理体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培养了一大批理想信念崇高、道德情操高尚、心
理素质健康、专业素质过硬、创新能力突出的接班人

和主力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赞同.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我们所

处的历史方位、面对的主要矛盾、追求的战略目标都

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这就要求我们用新的理念、新
的思维、新的方法去解决研究生教育中出现的紧迫

问题.而构建导师与研究生的良性互动机制,显然

成为其中的关键环节.教育部公布数据显示,截止

２０１６年,我国研究生培养单位共７９３个,学科１１３２８
个,在读研究生１９８．１１万人,居世界第二.研究生

导师３７８９４７人,其中博士导师１８６７７人,硕士导师

２８９１２７人,博士硕士生导师７１１４３人.按照研究生

教育“十三五”规划,到２０２０年,我国注册研究生数

将达到千分之二,在读研究生规模将超过２９０万,来
华留学研究生不少于总量的３％.如此庞大的社会

存在,千万不能等闲视之.进行系统研究,加强顶层

设计,改变导师与研究生关系中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的无序现象,的确是研究生教育的当务之急.
(一)以科学机制,保证研究生和导师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

学生经过认真复习、数次考试、层层选拔,才最

终获得研究生就读资格,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非常珍

惜这个机会,抱着很高期望,希望在导师指导下学有

所得、学有所成,改变生存环境,实现人生价值.因

此,他们对导师的尊重真实可靠、发自肺腑,只需适

当教育即可稳固.而导师则是师生双方出现对立情

绪的主要方面,所以构建科学机制的目的,就是要形

成导师尊重研究生的良好局面.首先,尊重的前提

是理解.有的导师觉得自己对研究生付出那么多,
却得不到应有回报,反而招致怨怼,其关键原因就是

不能正确理解青年人的成长环境及所思所想.其

次,尊重的核心是平等.导师千万不能因为自己在

学术上颇有成就而瞧不起学生,要与学生平等对话

交流.没有理解的尊重往往是干预或放任,没有平

等的尊重往往沦为口是心非.我们建立相互尊重机

制,核心就是对导师的行为有所约束:一是所有教学

科研活动均在办公地点完成;二是每月必须有导师

主持的时间确定的研究生学术研讨;三是导师有督

促教育研究生的义务;四是研究生对导师在培养中

存在的不合理要求可以进行申诉,主管部门应及时

答复;五是研究生参与导师评价的机制应健全.
(二)导师培训考核机制

马克思曾经讲过教育者必须先接受教育的观

点,这是非常正确的.很多研究生导师拥有硕士、博
士学位,可以说是接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但这种训

练大多停留在经验层面,如果没有科学理论指导,那
就有可能演变成狭隘经验论,害人害己.所以,科学

的导师培训机制非常重要:一是培训内容选取要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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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至少应包括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人际关系学等

科目;二是培训方式要灵活,最好把专家讲解和相互

交流结合起来;三是树立典型和榜样,号召大家学习

优秀导师的成熟作法;四是培训要常态化.另外,对
导师的定期考核与评价很重要.

(三)双导师制的健全与完善

在世界很多国家的研究生教育中,单一导师制

越来越受到质疑,比如德国研究生联合会２００４年调

查,虽然有５０％的研究生表示导师能够给他们充足

的时间,并且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帮助,但很多人还是

认为导师的指导质量有待提高:３１％的博士认为他

们的导师疏于激发他们去战胜研究过程中的困难;
４２％的博士生建议他们的导师应该了解学生的研究

进度;１９％的博士生认为导师的知识面比较窄;１８％
的博士生认为导师不关心博士生是否具有完成研究

的能力,为此,德国一些高校开始采用导师小组制.
美国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均采用导师与指导委员会

相结合的制度,重视以学科师资的集体力量对研究

生提供指导和帮助.荷兰只有教授才能担任博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俗称大导),另外由高级研究人员或

副教授担任日常导师,日常导师基本每周都和博士

生会面讨论研究进展(阶段性论文、实验结果)、解决

出现的问题;大导则可能会每月或每两个月与学生

面谈一次.
针对我国研究生规模不断扩大及导师学术方向

固化等问题,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和某些高校,也开

始积极推行双导师制,比如复旦大学、西安交大等,但
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呢? 关键在于双导师不仅

没有产生优势互补效应,反倒出现业务重叠和资源浪

费,最终形成一实一虚的尴尬局面.为了发挥双导师

制的优势,设立研究生思想导师具有可行性.思想导

师重点围绕研究生思想波动、道德困惑、心理健康开

展工作.一般每３０个研究生配备一位思想导师,可

以从辅导员、党政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教师、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师以及社会志愿者中选拔,条件是充满

爱心、有耐心和责任心,应该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知
识面宽,语言风趣幽默、充满激情、有感染力;兼职为

主,但必须保证随时交流,随时发现问题;学术导师与

思想导师各有分工、各有侧重,但应该相互配合,相互

促进、相互监督,学术导师在指导学术之余也要进行

思想教育,思想导师要就研究生学术方面的困惑、疑
难及时跟学术导师沟通,善谋对策.

２０１８年１月１７日,教育部颁发«关于全面落实

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从指导思想和总

体要求、强化研究生导师基本素质、明确研究生导师

立德树人职责、健全研究生导师评价激励机制、强化

组织保障等五个方面,对提升研究生导师素质,尤其

是构建导师和学生的良性互动机制,进行了新的规

划设计.１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２７条,明
确提出师德师风建设工程.随着制度体系的不断完

善,研究生和导师良性互动关系的确立指日可待.

注释:

①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５日,西安交通大学药理学博士杨宝德自

杀身亡,其女友随即曝光了杨宝德与导师周某之间的微

信聊天记录,显示导师较多介入杨宝德的个人生活,校学

位委员会经调查后停止了周某的研究生招生资格.

② 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３日,华东理工大学化工系硕士李鹏在导

师张建雨创办的公司打工时,在一场爆炸事故中不幸遇

难,导师张建雨被判处有期徒刑２年,缓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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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ftheBasicTypesandReasonableStructureoftheRelationship
between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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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pervisorsandpostgraduatesarethetwobasicpartsofthepostgraduateeducation,andtherelationshipbetweenthe
twodirectlyinfluencesthelevelofpostgraduateeducationinChina．Atpresent,therearefourteacherＧstudentrelationship
formsinpostgraduateeducation:inspecific,masterＧapprentice,cooperative,indifferentandopposite．Intheinteraction
betweenthesupervisorandthepostgraduate,supervisoristheprincipalaspect,andisthekeyfactortoconstructabenign
interaction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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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 田建军: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基本类型及科学构建探析


